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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法

　　老张不爱“和稀泥”。
　　去年7月，江悦府社区步道发生一起遛狗纠纷，业
主的宠物犬挣脱狗绳，致人受惊晕厥。老张接警后第一
时间抵达现场，执法记录仪与街道摄像头同步取证。
“你说狗没碰到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未对宠物采
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无论有无接触都需担责。”老张
当场调出司法案例库，找出同类案件进行释法说理，最
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张警官讲起法条来，就像报菜名一样流利，句句
都在理。”围观居民感慨道。
　　从军22载、从警13载，老张一直爱钻研法律。干刑
侦，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烂熟于心；转治安，他学习民法
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应用于矛盾纠纷警务处置。
　　“我们分局经常举行法治讲座，所里也定期进行案
例讲评，不断提升民警的法治素养。”白沙洲市场派出
所所长李娜告诉记者。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倒逼我们不断学习。”在老张
看来，要为人民服务，更要依法为人民服务，“不懂

法，怎能服人？”
　　江悦府是一个新成立的社区，常有居民因住房、上
学等问题四处反映情况。老张深入了解广大业主需求，
为他们排忧解难，引导他们依法维权。有居民反映小孩
入学难，老张通过“警民议事会”平台与教育部门沟通，
利用“入学预登记+志愿调剂”方式，源头化解难题。
　　“化解矛盾纠纷不是‘和稀泥’，必须秉持公平公正
态度，依法依规调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
张说。

明理

　　老张讲得法，更耐得烦。
　　社区居民陈女士带着俩娃，常被楼上吵得不得安
生。楼上住着十多名超市员工，起得早睡得晚，动静不
小。踹过门，吵过架，放过狠话，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去
年10月，走投无路的陈女士向老张求助。“不要急。我先
去问问情况，协商一下。”老张悉心安抚陈女士，主动上
门沟通。楼上刚安静几天，一段时间后故态复萌。老张
不气馁，经过多轮调解，最终找到破局关键：房屋租赁
合同。
　　“你们公司是以个人名义与房东签的合同。现在将
房子改为集体宿舍，既违反了协议，也不符合有关规
定。”老张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说得众人口服心也服。
今年2月，部分超市员工搬离，撤下高低床，铺上隔音
垫。一场旷日持久的噪声拉锯战画上了句号。
　　江悦府社区紧邻三环线，噪声、狗患问题突出。“这
些事处理起来吃力不讨好。老张从来不推不躲，他愿意
花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其中，直到案结事了人和。”与老
张同时进所的队友严辉对此佩服不已。
　　群众事无小事。老张有自己一套处事逻辑：群众反
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尽可能帮忙解决；实在解决不了
的，也要有个回复。“有时吃午饭，发现老张没回来，我
们就知道有群众找他。”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教导员刘晓
晖说，现在社区群众有事不打110，就喜欢找老张。
　　老张的好耐心有口皆碑。社区工作人员每次见他
去调解，都会为他泡杯茶，因为“张警官一调就是几个
小时”。
　　老张还主动“揽事”。新到任的副所长曹一卿对其

中一件事印象尤为深刻。
　　曹一卿到任当天，一对夫妻因案件问题来到所里，
恰逢负责此案的民警外出，老两口在大厅发泄不满。老
张挺身而出，主动接待他们，安抚对方情绪，将他们劝
了回去。
　　“有些群众不理解怎么办？”记者问。
　　“我们也很生气。但我们是警察，群众信任我们才
找我们。实在气不过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一下，回过
头再去找他们。”老张说。

集智

　　化解纠纷，老张并不是单枪匹马。
　　近年来，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推动基层警务与社区
治理深度整合，常年“泡”在江悦府的老张兼任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
　　过去一段时间，江悦府居民常因社区篮球场熄灯
时间发生龃龉：周边居民要求每天晚上8点半必须熄
灯，篮球爱好者则要求晚上10点熄灯。眼见冲突愈演愈
烈，在社区综治中心统筹下，老张召集社区治保主任、
物业工作人员等，约双方代表到篮球场协商。经反复沟
通，各方一致同意他提出的“分时段管理+定时熄灯”方
案：工作日晚上九点熄灯，休息日晚上九点半熄灯。
　　“我们依托综治中心重要平台，全面融入基层社会
治理。”现如今，老张已带出一支超百人的社区警务团
队，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宣传。
　　江悦府一小孩被污蔑偷拿邻居物品，在社区综治
中心调度下，老张联动社区网格员、物业管家、驻点律
师，组成调解专班。律师解读名誉权相关法律，物业调
取公共区域监控还原事实，社区工作者在业主群发布
澄清公告，48小时内妥善解决这起名誉纠纷。
　　“老张是我们所里的‘儒将’。他将部队的协同作战
转化为共治效能，赢得了广大居民群众的信赖。”刘晓
晖说。
　　担任社区民警5年间，老张收获群众锦旗、感谢信30
余份，荣获优秀公务员称号5次及武汉市公安局嘉奖1
次。这些锦旗，老张都收在柜子里，一面也没挂出来。有
群众要给他送锦旗，他总是挥手拒绝：“有这些钱，给孩
子买点吃的不好吗？”可他拦不住。

 张建安：调解“三重奏”巧解千家愁
□ 本报记者 刘欢
　　
　　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急不缓，
不时冒出法言法语……若非一身藏蓝，《法治
日报》记者会误以为眼前的采访对象是一位
专职法律人。
　　他叫张建安，是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
山区分局青菱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江悦府社
区民警。“为人民服务，更要依法为人民服务”
“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群众角度想问
题”……说起自己的“调解经”，54岁的张建安
如数家珍，各种调解故事娓娓道来。
  张建安深耕社区警务5年间，成功化解矛
盾纠纷500余起。同事们都说：“老张一出马，
问题绕道走。”

　　图① 张建安在社区
进行反诈宣传。
　　图② 张建安在
调解居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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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11月25日，到聚马村调解纠纷。”
　　“12月24日，到三湾村走访重点管理对象。”
　　泛黄的笔记本里记录着陈久东这些年为群众服
务的点点滴滴。
　　从2015年参加司法行政工作至今，重庆市城口
县司法局坪坝司法所司法助理员陈久东已扎根基层
10年。10年来，他那份为民办事的初心一直未变，甘
之如饴地把青春和激情全部奉献给了司法行政工
作。自陈久东2023年负责坪坝司法所工作以来，司法
所连续两年被辖区党委政府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定分止争，守护万家灯火

　　2025年春节期间，11名农民工来到坪坝司法所，
“陈同志，我们又来麻烦你了，我们给黄某干了活，几
年了，他现在不仅不结清工资，连微信、电话也不回
了，我们就只有指望你帮我们想想办法了。”一位70
多岁的农民工说。
　　原来这11位农民工在2019年到2021年期间，跟随
包工头黄某在四川等地务工，黄某至今仍拖欠11名
农民工工资6万余元，引发群体性纠纷。陈久东通过
多方查找、入户走访等方式，联系到包工头黄某，对
欠薪一事与其进行交谈、听取意见。经了解，黄某家
庭发生了变故，导致自身负债累累，同时在其他地方
承揽的项目也未结算到工程款，因此，黄某以摆烂的
心态对所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一拖再拖。症结找到了，
又如何解决呢？
　　陈久东凭着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为双方当
事人“支招”。他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处理，现
场回应农民工诉求，逐一解答他们关注的支付金
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及履行保障等问题。经过
近一个月的努力，成功让11名农民工与黄某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并帮助他们申请了司法确认，依法
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进一步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
　　同时，针对黄某未收到工程款一事，陈久东还帮
助他代书法律文书，依法诉讼维权。
　　10年来，陈久东参与调处辖区矛盾纠纷1000余

件，年均调处疑难复杂纠纷100余件，挽回群众经济
损失1000万余元。

守正创新，传播法治声音

　　“尊法守法要讲法，学法懂法要用法……”这是
在和群众拉家常时，陈久东随口经常挂在嘴边的顺
口溜。在基层工作的10年里，陈久东早已和群众打成
一片，“有法律难题就找陈同志”已成为坪坝镇村干
部、群众的共识。
　　“校园霸凌事件的霸凌者侵犯受霸凌者合法
权益，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受
到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希望同学们既不做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更不做
校园霸凌的施暴者。”不久前，坪坝镇初级中学里
一场法治宣传活动中，陈久东语重心长地说。这
天，他还邀请了刑满释放人员现身说法，其讲述自
己的监狱服刑生活、认罪悔罪感悟等，让同学们提
高重视程度，远离犯罪。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情况时有发生，切实加
强普法宣传，为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是
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陈久东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

　　普法光是发发宣传单、拍拍照肯定不行，如何提
高同学们积极性，让他们参与进来，是陈久东经常思
考的事情。为此，陈久东在普法方式和内容上狠下
功夫，不仅邀请相关单位进行模拟法庭普法，还主
动参与法治宣传小品、情景短剧的演绎。
　　“陈老师每次讲课我们都喜欢听，他讲得
很接地气，我们都听得懂、记得住，更重要的
是他给了我们安全感，只要我们受到校园
欺凌，就可以找他，他一定为我们主持公
道。”坪坝镇初级中学一名初二的同
学说。
　　10年来，陈久东坚持将普法宣传融
入纠纷化解全过程，创新宣传模式，编
写普法宣传顺口溜10余条，年均开展宣
传活动2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
份，受众超1000人次。

法理并重，筑牢平安根基

　　“对社区矫正对象不仅要严格落
实好管理规定，提高认识，端正认罪
悔罪态度，更要因人而异，帮助他们
安其身、暖其心、育其人、矫其行、解
其难、助回归。”陈久东对记者说。
　　彭某某因非法猎捕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三年。初次报到时，矫正
科负责人就给陈久东打了个“预
防针”：“这个人年龄有点大，身体
状况差。他住在山上，来往交通不
便，管理起来存在很多困难，你要
做好心理准备。”
　　彭某某常年在深山里生活，
性格比较内向，对矫正有抵触情
绪。为此，陈久东严把“入矫关”，
做好心理辅导工作，并进行了心
理健康测评。在走访过程中，了解
到彭某某身体状况差、家庭经济
情况困难，陈久东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通过向辖区党委政府领导
汇报，为其争取到了公益性岗位
工作，增加收入来源，还帮助他申
请减免了公益劳动。之后走访中，
陈久东总会利用去彭某某家访的
机会，顺道买上一些生活物资送
给他。
　　如今，彭某某已经解除社区
矫正6年了，他每年都会给陈久东
打几次电话，拉拉家常，邀请陈久
东去他家做客。“陈同志真的太好
了，他虽然是管理者，但是他很尊
重我们，从不歧视，要不是他帮助
我，我可能无法顺利回归社会，我记
他一辈子的恩情！”彭某某说。
　　在关心“特殊人群”方面，陈久
东始终坚持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并
重。他说，“你把群众放在心里，他就
会把你当成亲人，我们要帮助他们做
到不自暴、不自弃，其家人不嫌弃、不
抛弃，社会不歧视、不排斥，最终实现
个人健康幸福、家庭团结和睦、社会平
安和谐。”

陈久东：脚上沾着泥土心中装着百姓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 本报通讯员 矫知良

　　
　　初夏的图们江上，晨雾蒸腾。当

第一缕金红色的阳光斜切过防川村的龙
虎阁，雾气消散，露出中俄边境第407号界碑

上“中国”两字的鎏金轮廓。
　　吉林珲春口岸联检大楼前，珲春边检站执勤一

队女民警郑明亚目光扫过正在排队通关的中俄货车
长龙……

火眼金睛

　　2011年，21岁的郑明亚来到珲春口岸工作。“咱守边人最骄傲
的就是，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 为祖国守边防。”初到口岸，老队

长的一番话让她至今难忘。
　　面对复杂多变的口岸形势，郑明亚深知扎实的业务能力是守护国门

安全的最大底气。一次，她正在执行台外检查任务，两名男子站在角落里形
迹可疑。郑明亚迅速上前抽查护照，面对“出境目的”的询问，两人一个说是“农

产品进出口”，一个急忙反驳是“电子元件”。当郑明亚提出进一步核查时，两人恼
羞成怒：“耽误我的生意你负得起责任吗？”随后，郑明亚在他们的手机中，发现一

条“过了某国就给我打电话”的语音信息。经深入调查后，这两人企图引带偷渡客赚
取高额报酬的犯罪事实终于暴露。

　　近几年，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口岸管控形势愈发严峻。郑明亚知道，仅凭经验
远远不够。“数据不会说谎，但需要有人读懂它。”郑明亚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经过无数

次分析与总结，她独创的“现场查验五步法”应运而生——— 第一步，观察肢体语言是否异常；
第二步，比对生物特征差异；第三步，验证行程轨迹；第四步，关联重点人员数据库；第五步，多

维度风险评估。
　　2025年春季的珲春口岸，正值出境旅游高峰期，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行16人的中国旅游团队

格外引人注目。拖着统一的行李箱，背着款式相似的背包，彼此保持着一定距离。郑明亚仔细比对每
个人的证件照片，众人的笑容标准而相似，拍摄角度和光线更是如出一辙。通过进一步轨迹核查发现，
该团队在境外预订的住处是位于某工业区边缘的廉价公寓。
　　当郑明亚提出查看手机时，领队连续3次输错密码。最终，屏幕亮起，群聊界面显示：“到达后分发工
作证。禁止私自联系国内家人。”
　　发现异常后，郑明亚立即将情况上报。在铁证与轮番询问下，16人陆续承认以旅游之名骗取签证的事
实，最终被依法阻止出境。

温度计量

　　珲春口岸是对外贸易的“黄金通道”，俄罗斯远东的帝王蟹、煤炭、天然气等特色产品与“中国制造”的汽
车、小家电、果蔬在这里实现双向流通。
　　2023年春节前的一场暴风雪让整个珲春被白色冰封。口岸外的中俄公路上，某外贸公司的运输车队被困国
境线，车载供氧系统故障导致10吨帝王蟹随时有可能变质，外贸公司面临经济损失风险。当求助电话打进值班室
时，郑明亚刚结束8小时轮班，她立即套上棉袄冲向风雪中，现场情况比想象更严峻：集装箱车门被冻得变形。
　　“打开所有应急灯，准备查验设备！”她带领民警组成查验组，开通“绿色通道”，为入境车辆办理查验手续。纸质单证被风雪打湿
字迹模糊，她只能借助手电光逐行核对。当最后一车帝王蟹通过“绿色通道”时，她的手指早已冻得通红。一周后，外贸公司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
　　为畅通口岸大通关建设，以创建“服务型”四强党支部为契机，郑明亚主动牵头驻地解放军、海关、社区、外贸企业等单位联合打造

“平安国门，服务发展”党建服务品牌，成立4组党建服务小分队。针对驻地政府、企业对铁路、公路多品类运输新需求，她创新开设边检业
务“云办理”渠道，以“数据多跑路”实现“群众少跑腿”。
　　在郑明亚和同事们的努力下，2024年，珲春口岸通关人数历史性突破67万人次，过货量突破300万大关，见证了口岸发展的新高度。

温暖守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郑明亚入警时的庄严承诺。在口岸，她既是执法者，也是“跨国驿站”的守护人。
　　2023年7月的一个傍晚，夕阳将界碑映成红色，值班室电话突然响起———“俄方境内一辆载有中国籍重伤员的货车需要快速通关。”收
到指令，郑明亚跑向边境线：“联系俄方边检确认车辆位置，为救护车开通紧急通道。”
　　当车辆驶过中俄边境，伤者被转移至中方救护车上，她跳上救护车，消毒水混合着血腥味扑面而来。伤者的妻子在旁泣不成声，郑明亚
跪在狭窄的车厢里，用手电筒逐页照亮伤者证件。
　　“大哥，坚持住，马上送你回家。”查验之余，郑明亚不忘安慰伤者。通关手续办结的那一刻，救护车鸣笛驶向医院，郑明亚想起老队长对
她说过的话：“国门就是让每个游子平安回家的门。”
　　这些年她守护的不只是通关现场，还有一个女孩长达10年的求学梦。
　　2015年，郑明亚在单位的助学活动中，与父母离异、濒临辍学的欣欣(化名)结缘。从那时起，郑明亚不仅承担起欣欣的学费，更成了她的
“临时监护人”——— 带她看病、送学习用品，牵头组建边检“教师团”，带领同事轮流上门一对一辅导。每次休假归来，郑明亚的第一站便是欣
欣家。
　　在郑明亚的悉心照料和陪伴下，欣欣像一株被精心浇灌的幼苗，渐渐褪去阴霾，变得开朗自信，学习上也铆足了劲。当欣欣捧着612分的
成绩单来找郑明亚，高喊着“姑姑我考上一中了”！郑明亚一把将欣欣搂进怀里。如今，那个初见时躲在奶奶身后的内向小女孩，已经是某警
察学院的一名学生。
　　入警14年来，郑明亚因工作突出，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好人”
“延边州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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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郑明亚正在对入境旅客进
行问询。
　　图② 郑明亚正在查验入境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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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陈久东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
　　图② 陈久东（左一）现场调解群众土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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