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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通讯员 原潞潞 胡思原

  老骥伏枥驻太行，枫桥薪火暖梓桑。
  云屏九域解连环，乡陌四邻聚贤良。
  联调经纬织锦绣，多元纵横化寒霜。
  千家忧乐心头系，法润山河日月长。
  前不久，有人为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人民法院老
马调解室赋诗一首，诗里藏着的，是调解室里一个个
温暖动人的故事。
  老马调解室的名字源于涞水法院退休法官马金
坡，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老马”。
  老马调解室创建于2022年9月，位于涞水法院诉
讼服务大厅旁多元解纷区的第一间屋子，“六尺巷”等
典故静静陈列在走廊两侧，门前“老马调解室”的铜牌
闪着温暖的光。调解室内温馨简洁的布置让人倍感亲
切，“万事和为贵”“有理让三分”的宣传语如春日的藤
蔓，串联起满墙的锦旗，连缀出和谐友善的纹路，也记
录着这些年来老马调解室一寸寸熨平的“褶皱”、一点
点解开的“疙瘩”。
  老马常说“调解是门手艺，得用耳朵量人心”。
2024年深冬，山区的宋某踩着积雪叩开了这扇门。3年
前，因病住院治疗的宋某并不知道，有一根倒下的线
杆砸穿了他经营的修车铺。几个月后宋某出院才发
现，漏下的雨水已经在屋内的汽车零部件上侵蚀出斑
斑锈迹。找到栽杆和使用线杆的两家通信公司，却发
现迟到的维权让责任与损失都已经不太能说清楚，尝
试多种渠道仍维权无果的宋某眼里只剩愤懑。
  老马带着书记员和特邀调解员几次钻进宋某修
车铺所在的小山村，雪粒子扑簌簌地往领口钻，他呵
着白气，一户户叩开村民家的门了解情况，一遍遍走
访市场、咨询专家、明析损失……纠葛数年的怨怼在
他温厚的乡音里渐渐化开。最终，当地镇政府、企业代
表和宋某围坐在老马调解室，一纸协议，10万元赔偿，
3年的坚冰在炭火盆的哔剥声中消融。
  调解室墙上一面锦旗写着“调解止纷争，和谐系
亲情”，总让老马想起秦家两兄弟。父母留下的老宅，
像一把刀生生割裂了血浓于水的秦家兄弟亲情。老马
没急着搬法条，在春日的午后泡了一壶茉莉花茶，氤
氲的热气里，他絮絮叨叨和两兄弟唠起了家常。
  眼看着两兄弟的神色松弛下来，老马笑着问道：
“听说当年盖这房子时，你们还都小，不知道谁在刚刚
盖好的新房墙上画了只小王八，你们的父亲问了半天
谁也不承认，本来想把你俩都打一顿，但最终还是没

舍得。你们还记得这事儿吗？”长久的沉默后，兄弟俩
都红了眼眶。那天，老马从法律法规，讲到乡土人情；
从陈年旧事，讲到未来愿景……法理是秤，情理是砣，
秤杆一抬，同根同源的两双手终是握在了一起。
  在夏蝉的聒噪声中，为一纸《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纠缠了3年的两家公司终于耗尽了彼此最后一丝耐
心。厚厚的诉讼材料堆在老马的案头，甲公司法定代
表人揉着眉心抱怨着，自己以5000余万元价格受让商
服用地土地使用权，但土地迟迟无法实质交付；乙公
司法务经理小心翼翼地解释着，10000余平方米面积
的土地情况过于复杂，导致履约难题。
  “企业最怕的是官司打赢了，合作伙伴却没了，对
不对？”老马的一句话引发了双方的叹息：“我们是真
的想继续合作的，否则也不会拖了这么久才起诉。”老
马拍拍二人的肩膀，拉着双方代表一同实地勘查争议
地块，现场厘清交付标准，又邀请大家坐在一起细算

着民法典合同编的法律账、3年合作历程的感情账、未
来合作的经济账。
  20余日的耐心梳理终于磨出来一份以“履约缓冲
期+分期返还”为核心的调解协议，两公司一同送来
的锦旗又为调解室的墙面添了一朵“为企解忧”的“小
红花”。
  寒来暑往，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老马调解室上
演。曾有当事人感慨说：“原以为法院的门槛高，没想
到老马的板凳热。”无论是邻里间的鸡毛蒜皮，还是至
亲间的家长里短；无论是百姓间的矛盾摩擦，还是企
业间的经济纠纷，老马和他的团队总是用真心去倾
听，用智慧去化解，用一份份调解协议弥合着人与人
之间的纷争与裂痕。
  帮助赵各庄两村208户农民及时拿到应得的土地
流转费，在一天内成功化解11件涉企追偿权纠纷，妥
善化解多年积怨的赡养纠纷……近3年来，900余起矛

盾纠纷在老马调解室冰释前嫌。2024年，老马调解室
化解的一起信访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2025
年初，宋某与两通信公司的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
元解纷案例库。
  没人说得清55.52%的调解成功率背后凝聚着老
马多少次上山下乡、点灯熬夜。他常揣在怀里的那个
已有些泛黄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次调解
的经过和心得。每一个字，都饱含着老马和同事们的
心血；每一个案例，都是他们为维护社会和谐所付出
努力的见证。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就像一根根经纬
线，交织出平安涞水的和谐与安宁。
  调解室外，在这个位于拒马河畔的小城里，那些
握过的手、化开的冰、重聚的笑，在一份份调解协议的
见证下，织成解纷人心头最美的锦绣。“纠纷像野草，
斩不尽烧不完，可只要根上浇点理解，总能开出花
来。”老马说。

马金坡：解纷路上停不下来的退休法官

  图为深夜的老马调解室灯火通明，经过马金坡(右一)的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涞水县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郑蒙永 何嘉莹

  “想要轻松地生活，16年前我就不
会选择这枚警徽。”十六载刑侦生涯，
他始终如淬火钢刀——— 专啃最硬的骨
头，敢趟最险的暗流。在刑侦岗位上，
他用5840个日夜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
处筑起正义长城。
  他是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
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队长毕李，在他
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鄞州公安连续
13年实现全区现行命案全破。
  毕李曾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
个人三等功3次，获评全省“千名好民
警”、全市优秀人民警察。今年2月，他
被授予个人一等功。
  2023年9月的一个正午，警用无人
机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抓捕画
面。为把握抓捕时机，身先士卒进山进
行秘密搜捕的毕李与一名重特大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无人的山间田埂处
相逢。
  一方是公安职责使命下的奋勇，
一方是亡命天涯的最后“生机”，双方
体型相似、力量相近，近20分钟的缠斗
中，犯罪嫌疑人激烈反抗、殊死搏斗，
几度将毕李重重掀翻在地，而他始终
咬紧牙关，尝试用手铐将其控制，直到
增援警力赶到，众人成功将犯罪嫌疑
人完全控制后，他才松了一口气，顾不
得凌乱的衣衫和渗血的伤痕，瘫在地
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当时脑海中就一个想法，绝对不能让他逃走！”回想
起搏命时刻，毕李这样说。
  对毕李而言，惊险的抓捕只是刑侦工作的一环，鲜为
人知的还有无数个挑灯夜战的通宵达旦。多少个夜晚，毕
李的案头永远亮着盏灯，重案中队档案室里一本本泛黄
的案卷，见证了他和团队日复一日对正义的坚守，每起积
案都如同未愈合的伤口，重案队员们要做那缝合时光的
手术刀。
  2023年底，一道跨越15年的谜题摆在了毕李面
前——— 泛黄的案卷里，有效的证据只有半枚模糊的指纹。
他带领团队会同当年的侦查员们重新开展详尽的复勘工
作，反复梳理当年的案情，让尘封的物证“开口说话”，锁
定了逃亡多年的犯罪嫌疑人。
  抓捕组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最终成功将逃亡在广西
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当负重15年的被害人家属紧握
结案通知书含泪道谢时，毕李觉得一切努力都有了意义。
  “我们得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毕李说。2024年，他
主侦破获命案积案4起。
  “我们要比犯罪分子更懂科技语言。”正是多年的重
案工作经历，吃过了太多横跨生死的苦后，毕李更懂得向
科技借力。
  “公安侦查工作要跟上时代发展，不断提升效率，更
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毕李常对团队同事说。在案件侦办
过程中，他积极将大数据碰撞、视频侦查等新型技术应用
于实战。
  在侦办一起命案时，毕李从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
生活习惯入手，通过各类信息分析整理，从海量纷繁数据
中查找蛛丝马迹，短时间内刻画出犯罪嫌疑人逃亡路线。
专案组根据他刻画出来的路线，短短两小时便成功抓获
犯罪嫌疑人；在面对流窜两省三市的涉赌诈骗团伙时，他
和团队同事又巧用相关新型技术，通过资金分析、大数据
碰撞穿透30个涉案资金账户，一举抓获10余名涉案犯罪
嫌疑人。
  毕李是孩子作文里“总在视频里出差的爸爸”，却是
守护万家灯火的人形盾牌，当又一个黎明刺破黑暗，这位
重案队长再次整装出发，奔赴下一场无人知晓的战役，在
维护社会安定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广西法治日报》记者 赵剑云
□ 本报通讯员         黄日深

  她常年与尸体打交道。案发现场那些极易被忽视
的细微痕迹，在她眼中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每一具
冰冷的尸体，经过她的专业解剖，都能成为揭示真相
的“无声证人”；17年间，她认真对待每一处现场、每一
具尸体、每一位伤者，不放过任何可疑细节，在众多疑
难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她是梁艳，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法医，肩负着天等县十大类案件的现场勘
验、尸体检验及人体损伤鉴定重任。2024年，梁艳荣获
崇左市政法系统“十佳政法干警”称号。

冲破阻碍 奔赴法医梦想

  “找出真相，告慰死者；伸张正义，抚慰生者。”
这16个字，是法医职业的神圣使命，看似简单，践行起
来却困难重重。
  2005年，电视剧《女法医》热播，剧中正义干练的
女法医形象深深触动了正在桂林医学院攻读临床专
业的梁艳，她暗自下定决心，毕业后要成为一名“为正
义发声”的女法医。 
  2008年7月，梁艳从医学院毕业。当时，天等县人
民医院急需临床医学岗位医生，父亲拿来报名表，亲
戚们也都期望她从医。但梁艳却悄悄报名公务员考
试，同年9月成功考入警队，在派出所短暂历练后，如

愿成为刑侦大队的女法医。
  不过，第一次出现场，面对尸体时，梁艳就呕吐不
止。“第一次和师傅去现场，看到腐烂尸体的那一刻，
尸臭味直冲天灵盖，我当场就吐了，连续两天吃不下
饭，那种感觉至今难忘。”梁艳回忆。但这并未让她退
缩，她深知，案发现场是法医成长的最佳“练兵场”。为
克服恐惧，她逼迫自己独自面对尸体、拼接残肢断臂、
在解剖室吃饭……凭借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梁艳最终
克服心理障碍，再次面对尸体时多了一份从容。
  “很多人问我，大晚上独自面对尸体怕不怕？我也
是普通人，当然怕，但我肩负为死者发声的使命，这份
责任让我无所畏惧。”梁艳坚定地说。

首挑大梁 解剖彰显实力

  梁艳初到法医室，便跟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黄明
练学习。黄明练从事法医工作20多年，沉稳谦和的工
作作风让梁艳十分钦佩。那段时间，梁艳与师傅形影
不离，一同出现场、解剖尸体、做鉴定。在黄明练的悉
心教导下，梁艳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
  2017年，黄明练退休，重担落在梁艳肩上。同年，
天等县天椒广场发生命案。梁艳接警后迅速赶赴现
场，发现一名盖着毛毯的男子躺在草地上，毛毯两
侧血迹斑斑。尸体所处位置开阔且摆放整齐，许多
人认为这是抛尸或第二现场，加之案发于凌晨，无
监控和目击证人，案件迷雾重重。破案关键落在梁
艳身上。
  当时正值盛夏，高温下尸体恶臭刺鼻，现场环境

恶劣。梁艳身着防护服，在38℃的高温中汗流浃背，她
拿起柳叶刀从容地对尸体进行解剖。
  梁艳解剖尸体后，根据骨龄鉴定和牙齿磨损程度
推断出受害者年龄大约在40岁至45岁，为筛查死者身
份缩小了范围。梁艳还通过解剖发现受害人致命伤在
头部，而非胸部的伤口，头部疑似被砖石类钝器所伤。
同时根据现场的血迹形态分布，认定此处就是原始现
场，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方向。
  最后，案件的侦破证明了梁艳的判断，死者年龄
为41岁，办案民警在距离尸体不到15米处找到了凶
器。这是梁艳首次现场解剖尸体，她的出色表现也让
众人对这位女法医刮目相看。

细究真相 专业铸就传奇

  日常工作中，梁艳注重检验的全面细致，尤其重视
对细节的观察与分析。现场勘验、尸体检验时，她从不
急于翻动或冲洗，而是手持手电筒仔细检查，不放过任
何细微物品与痕迹。在损伤程度鉴定时，她会细心了解
案情、研读病历、认真检查伤者。正是这种严谨作风，使
她的鉴定结论在众多案件侦破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4年6月，天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手了一
起棘手案件，现场仅有一名受伤昏迷、倒在路上的
老人，疑似交通事故所致。由于案件性质存疑，且
现场既无目击证人，又缺乏公共视频画面等关键
客观证据，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艰难时
刻，重担再次落到梁艳的肩头。
  梁艳反复观看现场及伤者照片，仔仔细细地观察

伤者伤势，随后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法医学资料中，
潜心钻研。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依据伤者的成伤机理，她大胆推断伤者伤势确由交通
事故造成，肇事车辆极有可能是电动三轮车。
  这一关键推断为案件侦查指明了方向。大队民警
迅速行动，沿着梁艳给出的方向，调阅道路沿线公共
视频画面，深入实地调查走访。经过连日艰苦攻坚，终
于成功锁定并抓获肇事逃逸嫌疑人。
  然而，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狡辩称当时撞到的是
已经躺在地上的老人。面对谎言，梁艳再度挺身而出，
凭借精湛的法医专业技能，巧妙运用法医学上交通事
故损伤的特点，通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有力地排除
了老人自行摔倒后被撞的可能性，当场拆穿犯罪嫌疑
人的虚假说辞，为后续事故责任认定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从警之路，道阻且长，但梁艳始终牢记入警时的
铮铮誓言，用一桩桩案件的圆满侦破、一次次真相的
成功还原，生动且有力地践行了自己的入警初心。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陈林 谭嘉晨

  “检察官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公平正义的守
护者。”这是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霜的
口头禅。
  从检14年来，陈霜始终坚守检察初心，秉持司法为
民理念，每一起案件，他都倾注心血。尤其是在“李斌

（化名）见义勇为”案件中，他不仅以法为剑，追诉犯罪，
更以情动人，为受害人找到最佳的公平方案。
  时间回到2023年8月3日清晨5点，出租车司机李

斌结束夜班回家，路遇4名男子正在盗窃摩托车，他挺
身而出，协助车主保护车辆，却不料被对方殴打
致残。
  案发后，虽然逃跑的4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归
案，但李斌也因盆骨粉碎性骨折而住进医院。经鉴定，
李斌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十级伤残。2023年9月26日，
该案被移送至九龙坡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初，陈霜并未将此案视为特殊案件。然而，在依
法听取被害人意见时，他察觉这绝非普通的刑事案件。
“李斌受伤住院后，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赔偿，甚至连
一句道歉都没有。”陈霜回忆道，“李斌家里有两位老人
要赡养，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家庭经济本就不宽裕，他
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因伤无法工作，家里收入锐减，
只能靠其妻子在交易市场分拣蔬菜勉强支撑全家人的
生计。”
  李斌提出，希望能协调犯罪嫌疑人赔偿5万元，以
缓解家里的经济困境。这本是合理的要求，可当陈霜与
对方接触时，他们不仅拒绝赔偿，甚至态度嚣张，扬言
报复。
  “我只是见义勇为，为什么好心办坏事，落到了这
样的境地？”李斌的声音透着疲惫和无奈。

  这句话，直击陈霜的内心。
  案件没有法律上的难点，犯罪嫌疑人认定无误，证
据充分。可问题是，李斌的困境，并不会因为他们被判
刑就会得到解决。他的医疗费、康复费、未来的生计保
障，全都悬而未决。“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
陈霜暗自下定决心，要为李斌讨回公道。
  第一步，是尽快帮李斌缓解眼下的经济压力。
  2023年年底，在确定李斌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后，陈
霜迅速帮他申请了司法救助，领到了两万元司法救助
金。同时，陈霜又同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取得联系，
通过主动协助相关部门梳理证据还原案发现场，帮助
李斌在2024年2月被公安机关正式认定为见义勇为。4
月，在检察机关的推荐下，李斌获评九龙坡区2024年“九
龙好人”，获得3万元奖励资金。
  司法救助和见义勇为认定解决李斌的部分困难，
但真正的难题是犯罪嫌疑人一方拒不赔偿。
  按照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可以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但现实中，“两金”（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
偿金）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获得支持，仍存在较大争
议，李斌想要获得合理赔偿并不容易。
  面对这一困境，陈霜决定在法律框架内探索“支持

起诉”这一司法手段，为李斌争取“残疾赔偿金”及其他
损失赔偿，争取让法院判令犯罪嫌疑人承担“两金”赔
偿责任。
  然而，在案件讨论时，同事们心里还是没有底。
“之前没有类似案例，法院会支持吗？”“如果败诉，之
后的见义勇为者会不会更难争取到赔偿？”面对疑问，
陈霜只是坚定地说：“如果我们退缩了，谁来保护见义
勇为者？”
  他决定试一试。
  在上级院的指导下，陈霜再次仔细研究了法律条
文，并在院内的检察官联席会上作出详细汇报。在争取
到院里全力支持后，陈霜坚定地对李斌的律师表示：
“放心提出‘两金’赔偿请求，检察机关全力支持。”
  这不仅是对李斌的承诺，更是对社会正义的坚守。
  在撰写《支持起诉意见书》时，陈霜与办案组同事
反复研讨、打磨，确保法律逻辑的自洽性。最终，在与法
院积极沟通协调后推动此案作为示范开庭审理。法院
作出判决：支持李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犯罪嫌疑人
赔偿24.4万元。
  判决结果一出，李斌一家激动不已，紧紧握住陈霜
的手，哽咽着说：“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陈霜并没有把这当作自己的个人功劳，他说：“这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努力，而是我院与上级检察机关司
法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以李斌案为契机，九龙坡区检察院
也将继续在完善见义勇为者的司法救助和赔偿机制的
路上积极探索，努力让每一个见义勇为的善举都能得
到正义的回响。
  回望整个办案过程，李斌坦言自己也有遗憾。“如
果能在案件侦查阶段就介入，或许可以更早地帮助到
李斌。”但陈霜并未停下脚步，他撰写的李斌案件《支持
起诉意见书》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评为优秀法律文书，
该案还被评为“司法为民典型案例”。
  有人问：“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还会站出来
吗？”李斌回答：“当然！”
  而陈霜，也用行动给出了一名检察官的答案———
只要正义需要，他永远都会站出来。
  “每个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检察官
的职责，不只是办好一个案子，而是要通过个案，让社
会的公平正义更加可见、可感。”夜幕下，九龙坡区检察
院的灯光依旧亮着。陈霜低头翻阅着最新的案件材料，
心中惦记的，依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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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艳：解密无声证言破译“死亡谜题”

  图为梁艳（右）指导徒弟如何使用勘查软件。
黄日深 摄  

陈霜：为见义勇为者撑起法律后盾
  图为毕李（左二）与同事一起分析研判案情。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供图  

  图为陈霜（中）将两万元司法救助金交给当事人。
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