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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干练、做事周到细致，

是同事们眼中的她；热情、主动、

遇事有求必应，是群众口中的她。

作为南海最年轻的女社区警

官，27岁的张小芳以社区警务室

为阵地，扑下身子“贴地飞行”，

“串”百家门、“通”百家事，真正成

为了群众眼中的“百事通”“贴心

人”。

2023年，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以“两队一室”改革为支点，

打造“近邻特色警务体系”。这成

为了张小芳从警道路上的一个新

起点——接棒担任西樵派出所社

区警务队民乐分队副中队长。

张小芳当过特警，做过后

勤。离开了熟悉的公安业务领

域，从零开始、从头做起，她感觉

有点“难”。初来乍到，吃闭门羹

是常有的事，群众见到她的第一

面，总免不了质疑一句：“这么年

轻，能顶事吗？”

质疑声就像一阵风，激起了

张小芳心中的波澜，那股从小不

服输的倔劲儿上来了，“我一定要

获得大家的认可，让他们对我刮

目相看！”她想起师父曾说的话，

社区民警要学会走破了腿，磨破

了嘴，这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快

捷的方法。

于是，只要没有紧急工作，张

小芳必定出现在街头巷尾，或出

租屋屋主会议、古村研学等活动

中，时间久了，身为茂名人她能说

出一口流利的西樵话。

她还天天拉着村里的干部，

先了解村居环境，再通过他们认

识发展平时最支持社区工作的

“铁杆户”；跟着社工反复走访村

民，遇上“不好相处”“不愿配合”

的群众，一趟两趟不行就来个四

趟五趟……

张小芳深知，社区事十分考

验民警的实力，比如，在矛盾调解

时便能一见高下。上金瓯社区人

口组成复杂，邻里之间、村民企业

之间难免有摩擦纠纷。对于一些

简单的小纠纷，例如邻居电视音

量太大，张小芳便就地“劝和式”

调解；面对稍微复杂的纠纷，则进

行“说理式”调解，把双方要承担

的责任说清楚。

此前，某工厂的两名工人打

架，数次协商赔偿医药费都不欢

而散。张小芳得知后，第一时间

通知工厂主管从中调和，等双方

的态度缓和下来了，张小芳便开

始发力：“你们是工友，又是老乡，

抬头不见低头见，闹成这样多不

好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等验

伤结果显示达到轻伤标准，我们

会对你们采取行政拘留。”先礼后

兵，终于促成双方和解。

“先讲情再说理，用好‘熟人’

力量，关键时刻施加一点压力，矛

盾往往就能迎刃而解。”张小芳总

结道。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挑战

接续不断。辖区内警情以盗窃类

居多，如何提升群众安全感？张

小芳分析了案件高发时间和重点

部位，与社区工作人员集思广益，

组建了一支警辅+治安队员+最小

应急单元的30人巡逻队伍，每日

到重点场所巡逻打卡。

去年 11月，有居民在警民

沟通群里反映，车内的财物被

盗，希望能加强巡逻。张小芳调

查研判后，第一时间调度治安队

巡查，不到 20分钟便将嫌疑人

抓获。

长此以往，企业和居民都知

道，社区来了个有事必应的“邻家

警官”叫张小芳。她从“不被信

任”“不被认可”，变成辖区群众

“最想念”的人，有事都会想到她，

有事都愿意跟她说。想念的背

后，是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信

任、从信任到融入的变化，更是张

小芳脚踏实地开展工作的成果。

一句问候，一串脚步，社区女
警张小芳不服输的劲头，让居民
看到她的努力和用心，也让群众的安全感节节攀升；

一滴血液、一缕毛发，在法医陈孟璇眼中都是破译“密
码”的钥匙，是打开通往真相的暗格；

一身藏青蓝，一个电子屏，反诈女警谢苏慧美用无数
个日夜，梳理浩如烟海的电诈信息线索，与犯罪分子斗智
斗勇……

出彩的成绩下，是日复一日的“难度”拉满：难被认可、
难见太阳、难回家。她们却说：迎难而上才是女警本色。
于是，她们把时间毫无保留地分给了钟爱的事业，分给了
群众的向往与期盼，更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南海警
队，聆听三位女警的故事。她们以对职业的热爱、不变的
初心，不畏困难，不言辛苦，不说放弃，用微光照拂一方天
地的岁月静好。

“王平（化名），快开门，我是反

诈民警！”安静的楼道里，谢苏慧美

一边着急地敲门，一边不停地向当

事人喊话。

开门后，王平一脸迷茫。“为什

么手机关机？我们接收到你在手机

上安装了涉诈软件的风险提示，你

有没有向陌生账号转钱？”在谢苏慧

美的连环追问下，王平道出实情：他

是一名游戏主播，工作时不方便接

电话，所幸还未造成金钱损失。

谢苏慧美松了一口气，“你已经

在被诈骗的边缘‘反复试探’了！”在

帮助王平卸载

涉诈软件的同

时，谢苏慧美还

给他讲解了各

种诈骗套路和

反诈知识。

这是刑事

侦查大队七中

队副中队长谢

苏慧美的工作

日常。反诈路

上，除了精准出

击，更多时候，

她隐于幕后，担当电信

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的

打击和防控的“瞭望者”——每天

通过平台筛查数百条上级下发的

涉诈预警线索，她和同事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将线索分发到属地派出

所，由派出所民警开展上门劝阻。

2023年 9月的一天，谢苏慧

美接到预警指令，并研判出当事人

在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面对电话

打不通、短信不回复的情况，谢苏慧

美火速联系派出所民警，给当事人

的银行卡申请保护性止付。果不其

然，当民警破开房门时，当事人正在

接受骗子的“洗脑”，民警当场夺过

电话，为其保住13万元。

信息研判、紧急止付、上门劝

阻，看似一鼓作气，但背后的较量却

鲜为人知。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敏

锐的鉴别力、清晰的判断力，源自谢

苏慧美的日积月累。“做反诈民警，

可以宅，但一定要紧跟时事热点，因

为诈骗手段日新月异。”谢苏慧美

说。

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她便会结

合警情案件特征变化，形成数据分

析报告，帮助同事更新预警话术和

宣传手段，有针对性地提高群众反

诈意识。

在谢苏慧美看来，反诈就是警

察和犯罪分子赛跑，抢的是时间，拼

的是速度。“得 24小时时刻准备

着。”她的头上仿佛悬着一根线，牵

动着她快点、再快点，一分钟恨不得

掰成八分钟用，就连走路，步子也是

迈得又大又快。

“加班狂”，这是同事们给谢苏

慧美取的外号，从事反诈工作后，她

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有时

候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陪伴家人

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女儿眼里，我

是‘很难睡觉、很难回家’的妈妈。”

她说。

这份辛苦和付出，谢苏慧美在

入警前就有心理准备。“我的爷爷、

父亲都是警察，耳濡目染之下，我对

这份职业充满向往并深深理解。”她

说，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持续高

发，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需要她的

帮助。研判破案将嫌疑人绳之以

法、成功劝阻被洗脑的事主、帮助事

主成功追赃挽损，由此获得的成就

感、满足感和职业自豪感，是无法替

代的。

从警近12年，谢苏慧美始终以

饱满的热情奋战在反诈战线，在与

犯罪分子赛跑的反诈路上，她时刻

保持“冲劲”，尽所能为群众守护好

“钱袋子”。

从“难被认可”到“被想念”她走破了腿

“难见阳光”的她却是别人眼里的“小太阳”
偌大的南海公安分局DNA理

化实验室里，法医陈孟璇身着大白

褂，在冰冷的仪器和电脑间周旋，直

至最后一道检材甄别完，已是凌晨

时分。

身材娇小、面容清秀、温声细

语，陈孟璇的模样很难跟荧幕里冷

酷帅气、走路带风的法医形象联系

起来。但与刚入警时对比，她少了

一份青涩，多了一抹淡然。11年

里，她从一名新手逐渐成长为实验

室的业务骨干，一次又一次地印证，

不为鲜花，不为功名，只为给生者安

慰，让逝者安魂。

“法医的工作没有那么多惊心

动魄，我能做好的，就是无论面对多

小、多普通的案子，都不掉以轻心。”

这既是陈孟璇工作的动力，也是她

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和肩上的责任。

早年间，罗村发生一起抢夺案

件，但因现场遗留证据较少，给侦查

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陈孟璇了解

情况后，认真提取可能的一切证物，

最终在一把案发地附近落下的刀具

上找到突破口，为案件侦办提供线

索指引，将嫌疑人绳之以法。

这是法医常说的“触物留痕”，

嫌疑人在犯罪现场会留下痕迹，比

如一个烟头、一根头发、一把刀具。

通过不断解码其中DNA的“奥秘”，

为破解疑难案件提供关键性支撑。

工作中，冷静克制、细心严谨是

陈孟璇的常见状态，有疑难检材会

重复地做、反复地做，直至找到正确

的方向。同事罗佰成说，物证分析

过程繁琐，常常一做就是通宵，却从

没听过她的抱怨声。

无数个深夜，陈孟璇就是这样

穿梭于案事件现场和实验室。“昼夜

不分”也给她带来了一些小烦恼：

“很难见到阳光。”

然而，渴望阳光的陈孟璇却曾像

一道和煦的光，照入许多人的内心，

拯救被困的灵魂，修复破碎的家庭。

早年间，年仅 9岁的小健（化

名）与父母失散，后被送到福利院生

活。小健进入社会工作后，一心想

要找回亲生父母。

小健的走失牵挂着陈孟璇的

心，一直以来，她都关注着这起警

情。终于，好消息在2018年底传

来，通过亲缘关系比对，陈孟璇确认

小健与一对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规

律。至此，失散了多年的一家三口

重新团聚……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等事情尘

埃落定后，清晨的阳光已经倾泻在

办公室内，斑斑点点的霞光洒在陈

孟璇的白大褂上，如同一枚枚璀璨

的勋章。

“难回家”的“加班狂”与反诈分子“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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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孟璇在实验室

甄别检材。

■谢苏慧美开展电

话反诈劝阻。

■张小芳在社区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