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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李倩
　　
　　清晨的街头车水马龙，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经侦支
队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与电话铃声交织。民警周玲一
手翻着案卷，一手快速记录关键信息，桌上摞着厚厚的法
律文书和风险排查台账。这一天，她刚捧回全市公安机关
“十个清零行动”成绩突出个人的荣誉证书，成为株洲经
侦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民警。
　　从律师到内勤，从预审员到业务骨干，周玲的从警生
涯完成了3次华丽转身。懂法律、精业务、善协调的她，用
十余年时间将自己锤炼成经侦领域的“多面手”。
　　2012年，手握律师资格证却胸怀警察梦的周玲作出
了人生重要抉择——— 脱下律师袍，换上警服，成为醴陵市
公安局大障派出所的一名内勤民警。户籍办理、行政文
书、群众接待……工作琐碎却不掩她工作的热情。为听懂
方言，周玲随身带着笔记本记录村民的俚语；为熟悉业
务，她主动跟着老民警学接警、学调解。
　　“妹子，我家娃的户口咋办？”一次，一位老人因材
料不全无法办理户籍迁移，急得坐立难安。周玲顶着烈
日到5公里外的村委会核实情况，又协调多个部门补齐
证明，最终将新户口本送到老人手中。派出所离家远，
周玲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宿舍没空调，她夏天就睡在
办公室。同事感慨：“这姑娘能吃苦，办事比男同志还
利索！”
　　2014年，周玲因工作调动来到了醴陵市公安局法制
大队，担任预审专干。她时刻牢记着队长“师傅”的教
导——— 预审员不能只会审核案件，更应是全局办案单位
的“万金油”，既要全心对自己审核的法律文书负责，又要
全力为基层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指导。作为全局唯一的
女预审员，她业务素质好、沟通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得到
了领导和战友的一致好评。以至于后来轮到她值班的日
子，所队的同事纷纷前来办审批手续，大家都说：“小周看
案卷，那是又快又好！”
　　2016年，公安部督办的“3·15”维卡币特大网络传销

案让周玲迎来职业转折。涉案金额近150亿元、涉及百万
会员，案件卷宗堆满半间会议室。作为专案组法制专干，
负责法律文书把关的她白天审核证据链，夜晚起草法律
文书，连续3个月“钉”在办公室。
　　“全市第一次侦办这样重大的网络传销案件，必
须锁定每一份证据的合法性。”周玲承担起案件的指
定管辖、报捕申请、数据统计、情况汇报等工作，编制
办案流程模板，为审讯组民警出具犯罪嫌疑人补充侦
查提纲百余份，还多次出差、开展学习研讨、对接检法
部门，为案件的顺利侦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
1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16亿元涉案资金被冻结，
该案被评为全国经侦系统“精品案例”，周玲本人也荣
立三等功。
　　调入株洲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后，周玲的战场转向
金融风险防控。在“十个清零”专项行动中，她既是方案
设计者，也是前线督导员。为厘清风险主体底数，她组
织经侦、治安、派出所等警种，联合处非、金融、民政、市
场监管等部门，对风险主体开展“三查”，通过案件自
查、现场检查、专项排查，实现“底数清、有人盯、措施
实、风险低”。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全市风险主体分
类处置率达到100%。
　　去年深冬，怀孕5个多月的周玲仍奔波在督导一线。
针对重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她梳理出120余份补证提
纲；为安抚情绪激动的投资群众，她将手机变成“普法热
线”，最多时一天接听百余通电话。同事劝她休息，她却
说：“我们快一步，群众的养老钱就多一份保障。”因工作
业绩突出，她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犯罪专项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全市公安机关政绩考核工
作评估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工作之余，周玲是“警马”俱乐部的“风一般的女
子”，重庆、广州、长沙的马拉松赛道上都留下过她的足
迹。如今，这位飒爽的“准妈妈”女警正期待着人生新角
色的升级，但她更坚信：“无论是冲刺马拉松，还是打击
防范经济犯罪，都需要同样的信念——— 坚持到底，永不
止步。”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通讯员 陈建华
□　本报实习生 梁贺
　　
　　辛欢，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医
院教导员、警务技术一级主管。她是戒毒所里一名身穿警
服的护士，用忠诚担当筑牢防线，用医者仁心祛除毒瘾，
守护迷途者的重生之路。
　　1996年，走出校门的辛欢原本可以到南宁市某大医
院工作，却在警察父亲的影响下，毅然投身司法行政戒毒
医疗这个高危岗。29年来，她用铁肩担当使命，以柔情对
待戒毒人员，帮助她们除病痛复康健、树信心燃希望，付
出了艰辛努力，收获了成功的欢欣，先后获得“广西最美
公务员”“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

严律己：既强业务，更强信念

　　“放松一点，很快就好！”治疗室内，一名戒毒人员因
长期注射毒品，血管极其难找。但辛欢很快找准血管，熟
练地扎入针头。这看似普通的场景，实则充满风险。
　　戒毒人员中有艾滋病患者，医护人员零距离治疗
时，针刺伤、体液喷溅等带来的感染风险极大。“如果针
头划伤手指，必须立即检查论证，很可能要服用几个月
阻断药，副作用大到吃不下饭、掉头发。”戒毒所医院检
验科的韦宁说，“辛教导员常说害怕是本能，万无一失是
本事。”
　　辛欢清楚，有了万无一失的本事，才能拯救别人和保护
自己。为了练就过硬技能，她从上岗第一天开始就勤学苦
练，坚持向师傅请教、在岗位锻炼、以自学充电、借培训强
能，日复一日在模具上练扎针，还拿自己身体做试验，千锤
百炼才练成名副其实的“一针准”。
　　长期战斗在高危岗位，仅仅业务过硬还不够，更需要
强大信念支撑。每当辛欢有畏难、想松懈等苗头时，她就
主动向父亲和前辈看齐，对照找差距，学习他们的忠诚担
当和无怨无悔，汲取精神养分。
　　如今的辛欢在高风险操作中得心应手，只要有高风
险医疗状况，她总是冲在最前头。面对梅毒患者溃烂流

脓的创面、未成年戒毒人员的复杂感染等棘手难题，她
带领团队制定实施最优方案，让患者在绝望中看到
希望。

悯疾人：既治身病，更治心病

　　戒毒人员小何刚入所时腿部严重溃烂，散发恶臭，旁
人避之不及。“家人不管我了，腿也保不住，还戒什么毒？”
她满怀无助与悲观。
　　为让小何重拾生活信心，辛欢利用治疗时间与她交
流，让她相信自己、配合治疗。常规敷料效果不佳，辛欢在
查阅大量资料后，申请使用纳米银离子敷料。那些日子，
她每天分析小何病情，每次换药借机疏导心理。
　　一次次精心护理，让小何的伤口从10×15厘米缩至
7×13厘米；一场场暖心谈话，让她的心灵创伤渐渐愈合，
脸上有了笑容，决心洗心革面。小何说：“辛教导员让我知
道，年轻人犯错误，只要知错就改，也能被原谅。她是真把
我放心上，让我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其实，辛欢的本职是戒毒医疗，但她主动扛起教育
疏导戒毒人员的职责。她发现比身病更难治愈的是心
病，而且治疗身病可以强信心，信心足有助戒毒康复。她
知道戒毒人员最缺爱，普遍对成功戒毒和融入社会缺乏
信心，就把她们当姐妹、当女儿，身心并治。虽然每次治
疗接触时间不长，但辛欢注重察言观色，用三五句对话
发现问题，借三五分钟疏导情绪，向戒毒人员传递真情
与温暖。
　　一名戒毒人员入所后，因其孩子觉得没面子拒绝通
话联系，导致该名戒毒人员抗拒戒治，甚至产生抵触情
绪，辛欢一边耐心地对她进行心理疏导，一边说服孩子接
纳母亲；一个被诱导吸毒还染上梅毒的女孩，厌世嫉俗，
辛欢苦口婆心，以爱疗伤，终于让该戒毒人员放弃了报复
念头……
　　农某曾经家底厚实、衣食无忧，吸毒让其家境一落千
丈、还感染艾滋病病毒，家人抛弃她，她也嫌弃自己，人生
濒临崩溃。辛欢对她不嫌不弃，嘘寒问暖。农某起初不领
情，认为辛欢只是可怜自己。但辛欢持续关爱有加，引导
她热爱生活、重拾信心。农某出所后仍与辛欢保持联系，
主动倾吐苦闷，辛欢百听不厌，并提供相应帮助。

　　“身体伤口要用药治疗，心灵裂痕靠尊重缝合。”辛欢
经常把体会告诉年轻护士，一起拿出更多理解与尊重，用
精心治疗与精准关怀修补一个个被毒品祸害的灵魂，让
她们在绝望的深渊中抓住希望的微光。

强队伍：既教方法，更导方向

　　“从2001年来所第一天起，她就手把手教我做好防
护、血管定位、静脉穿刺……很管用。”戒毒所医院护理骨
干覃青对辛欢的感激与佩服溢于言表。
　　自己行不算，团队行才好。无论当护士，还是任教导
员，辛欢对冒着危险摸索出的方法，总是毫无保留地分
享。走上领导岗位后，她更注重言传身教，带着队伍共同
成长、团结争先，多次在全区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比武竞赛
中摘金夺银。
　　在辛欢看来，带队伍教方法、传经验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找准方向。创新突破是她认定的用力方向，起初
有人认为全院就十来人、事情繁多，哪有时间和精力搞创
新。然而，辛欢坚定不移，执着向前。
　　建设胸痛救治单元，让快速急救从梦想变为现实；构
建医联体，借梯上楼提升治疗水平；推动形成全院联动
格局，成功打造全能型战队……辛欢带领团队的一次
次创新，有助于戒毒人员的生理脱毒、心理矫治和康复
训练。
　　领导和同事眼中的辛欢闲不住，总是在思考和探索。
她发现未成年戒毒人员跟自家孩子一般大，缺少亲情关
爱和提醒约束，因年少、孤寂、好奇等误染毒瘾，甚至染上
性病。她心里隐隐作痛，决心前移戒毒关口，走出去让社
会上更多孩子认清毒害，不沾毒品。她主动参与创新精细
化禁毒戒毒法治宣传教育，实施“向阳花”培育计划，呵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她和同事们走社区、进学校，宣讲毒
品危害，剖析惨痛案例，参与禁毒戒毒宣传近30场次，覆
盖4000余人次。
　　辛欢把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戒毒医疗事业，虽已青
丝现白发，但初心不改，努力帮助戒毒人员走向新生，让
更多的人远离毒品，为社会的和谐安宁注入温暖而坚定
的力量。

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供图  

辛欢：坚守戒毒医疗岗29载

周玲：经侦“多面手”的破局人生

吴锦芝：手握“六心六零”调解密钥
□　本报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龙浩然
　　
　　26年来，她扎根基层，以法律为盾、以民需为本，
累计化解矛盾纠纷60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获
赠群众锦旗128面；她创立的“六心六零工作法”成为
基层治理的“金钥匙”，助力所在的社区从“三无”困
境蜕变为“全国和谐示范社区”。
　　她就是吴锦芝，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韭菜园
社区原党委书记、“锦芝调解工作室”负责人。2017
年，她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2024年被评为
“江西省人民调解专家”。

以法为钥 打开民心“千千结”

　　前不久，居民魏某将一面印有“情系百姓、一心
为民”的锦旗递到吴锦芝手中，哽咽着道：“吴书记，
没有你，我们连公道都讨不回来！”魏某母亲吴某在
小区被大风吹倒的铁门砸中身亡，但开发商与承建
商互相推诿，拒不赔偿。吴锦芝了解情况后，援
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法律条款，联合街道、
司法所多方协调，最终为魏某争取到67万
元赔偿金。
　　从1999年踏入社区至今，吴锦芝始
终将法律作为化解矛盾的“破题之
钥”。她创立“锦芝调解工作室”，并探
索出“六心六零工作法”——— 以爱
心、热心、耐心、细心、公心、恒心，实
现了社区服务零距离、共驻共建零
障碍、安全事故零隐患、关爱帮扶零
缺失、社情民意零盲点、邻里之间零
隔阂。
　　吴锦芝常说：“调解工作已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无论案件多复杂，我都会
坚持。每成功化解一起纠纷，我都倍感成
就，内心无比喜悦。”这份坚持源于她对法
治的信仰与对群众的深情。正是这份信仰和深
情，让“六心六零工作法”从纸面跃入现实——— 以
“爱心”筑牢服务根基、以“热心”架起沟通桥梁、以
“耐心”倾听民声民意、以“细心”捕捉隐患苗头、以
“公心”平衡多方诉求、以“恒心”啃下陈年积案。她通
过“六心六零工作法”献爱于社区、服务于居民，将矛
盾消弭于萌芽。
　　26年来，吴锦芝以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诠释初
心，让纾解民忧的“治理智慧”化作群众心中温暖的
幸福。她始终坚信：“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规则，而是守
护群众幸福的盾牌。”

以民为本 啃下民生“硬骨头”

　　2007年，吴锦芝初到韭菜园社区时，社区2000多
名居民饱受“无路、无水、无公厕”之苦。她奔走呼吁，
争取政府资金300余万元修路、安装变压器；她自筹8
万元改建公厕、疏通下水管道近1000米、砍伐危树30
余棵、新装114盏路灯点亮背街小巷……昔日“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韭菜园社区在她的带领下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被评为“全国
和谐示范社区”。
　　吴锦芝2012年率先在社区建立网格，推行数字
化、网格化管理，实行“一站式”保姆便民服务。通过

网格化服务整合辖区内212户低保户、58名残疾人、
111位空巢孤寡老人、10名留守儿童等群体信息，实
现精准帮扶。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更
让法治温度直达群众心坎。
　　在危难时刻，吴锦芝的守护从未缺席。孤寡
老人马某某患尿毒症，吴锦芝组织志愿者定期接
送去做透析，用行动诠释“生命至上”；下岗职工
余某无妻儿、无住房、患精神分裂症，租住社区期
间发病时，吴锦芝多次上门开解照料，为其办理
低保、申请廉租房，助其重获稳定生活；“三无”老
人张某某生活无着，她发动志愿者定期照料，让
老人重展笑颜……在不少居民心中，吴锦芝不仅
是社区的“领头雁”，还是老人的“贴心女儿”、困
难家庭的“知心人”。
　　“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助人为乐这条路，我会
一直走下去！”今年58岁的吴锦芝铿锵有力地说。

以心传薪 书写法治传承答卷

　　“一面锦旗，就是一份信任；一份经验，就是一把

火炬。”吴锦芝深知法治传承的深远意义，她将
“六心六零工作法”这一基层治理的“金钥匙”转
化为薪火相传的实践指南，通过系统化培训、师徒
结对、案例汇编和普法融合“四维一体”模式，为法治
队伍注入新活力。
　　吴锦芝通过多维实践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
力，定期组织实务培训，结合婚姻家庭、物业纠纷
等典型案例，向全区300余名调解骨干拆解“爱心、
热心、耐心、细心、公心、恒心”的实践逻辑，传授援
引法律与共情沟通技巧，并推行“一对一”带教机
制，手把手指导青年干部参与纠纷调解全流程，如
在化解物业纠纷时，她以“零隔阂”理念联合法律
顾问、业委会召开联席会，为新人打造“法治+共
治”样板。同时，依托500余场覆盖约10万人次的普
法讲座，将调解技巧融入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等宣
传形式，引导群众树立“遇事找法”意识，推动预防
型治理落地生根。
　　在吴锦芝的带领下，如今，昌江区67个村（社区）
运用“六心六零工作法”成功调解纠纷约3000余件，
调解成功率达85%以上。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
能到达。”吴锦芝常常以这句座右铭激励后辈，要以
躬身践行的姿态，让“六心六零工作法”从社区治理
的“盆景”变为法治传承的“风景”。她的故事和“锦芝
调解工作室”品牌，不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
体现，更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以法凝心、以情聚力的
赤诚担当。

  图为辛欢在为戒毒人员进行医疗救治。

  图为辛欢在为戒毒人员进行药品注射。

  图为周玲（中）参加株洲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株洲市公安局供图  

②

①

　　图① 吴锦芝（右三）带领社区志
愿者慰问社区老人。
　　图② 吴锦芝在调解室耐心倾听
来访者诉求。
  景德镇市昌江区司法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