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旭：战绩显著的女侦查员
“追案件，找‘旭姐’！”这是株洲荷塘公安

刑侦战线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1988年出生的李旭是荷塘公安刑侦战线

唯一的女民警，自参加工作以来，立三等功两
次，嘉奖二次，荣获最美警察、优秀民警、优秀
图侦民警、破案能手等荣誉称号……战绩显
著，让男民警也佩服不已。

初入警队，李旭主动请缨，投身于刑侦的
第一线，作为株洲市为数不多的女侦查员，不
管是连续作战还是专案大兵团作战，都活跃
着她的身影。在李旭眼中没有什么“大案小
案”“大事小事”，这些小事在老百姓眼里或许
就是天大的事，所以只要百姓求助，就要尽全
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2018年，李旭初为人母，组织准备安排刚
刚产假归队的她转内勤岗位，但她拒绝了，义
无反顾地重新的投入到刑侦一线中，并迅速
进入了角色，侦查研判时依旧是彻夜不眠，外
出抓捕时仍然是勇往直前。

女汉子也有细腻柔情，每当完成一件案
件时，能回家陪伴家人就是让李旭感到最放
松的时候，这个时候女儿软软地扑倒在她的
怀里，李旭觉得一切都值得。

记者问到：“李警官，你始终保持充沛工
作精力的秘诀是什么？”“是热爱和信仰吧。当
警察，从小就是我的梦想。这么多年来，在每
一起案件的办理当中，始终怀着惩治犯罪、保
护群众的思想，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警察
事业。”

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平安，成
为李旭的初心起点、信仰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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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支队伍里，政法之花处处
盛开。她们或绽放在案发现场，寻找
破案蛛丝马迹；或绽放在庭审台前，
抽丝剥茧维护公义；或绽放在高墙
庭院，笑颜柔语照亮回头浪子心房。
她们冲锋一线，承载温情担当风雨。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
际，记者走近政法战线上的巾帼“女
神”，认识下这样一群看似温柔但又
难掩刚毅的政法女干警。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团队：
有颜有才华的女汉子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民事行
政检察工作团队作为一个女性居多的部门，
三名女性检察人员撑起了该院民事行政检
察工作的“半边天”。她们有颜值、有担当，不
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她们总能披荆斩
棘，勇往直前，她们是英姿飒爽的检花，也是
敢于亮剑的“女汉子”，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
的气魄办好每一个案件，敢为人先，勇于创
新，在政法领域广受好评。

她们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
案。近两年来，她们的脚步踏遍了醴陵市各
个角落，办理支持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起诉案
件 271件，办理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 53件，
民事审判程序监督案件 11件，对一起涉贫困
户弱势群体案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裁
定再审并改判。办理非诉执行监督案件 108
件，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案件 24 件，行政审判
程序监督案件 45件，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6份，化解疑难复杂行政争议 5件，参与制定
《关于建立自然资源领域执法监管协作机制
的意见》，协助破解土地执法领域难题。

几年来，她们不懈努力，不断进取，她们
经手办理的一件案例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
例；荣获了“2021 年度全省行政检察优秀办
案团队”；一人入选最高级行政检察人才库，
两人在全省业务竞赛获得办案能手、优秀助
理等荣誉；2021 年、2022 年分别就行政和民
事检察工作在全省作经验发言。她们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展示了检察系统女性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用实际行
动为我市人民检察事业贡献着巾帼力量。

这就是我们株洲政法女干警的风
采，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坚韧，诠释着平
安的含义；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情怀，践
行着法治的理念；她们以女性特有的
心智，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撑起了
株洲政法“半边天”。她们也代表了我
们千千万万个在政法系统中工作的女
干警们。同心筑梦新时代，铿锵玫瑰别
样红，致敬每一个从未缺席的守护者！

记者手记

邓子豪：
守护百姓“生命线”的

幕后英雄
“喂，您好，这里是株洲市公安局 110报警

服务台。”
在株洲市公安局有这样一些人，只闻其

声不见其人，日夜值守在电话旁，她们不能上
路巡逻，但却对辖区内的每一个地方了若指
掌；她们不能面对面和报警人交流，但却承担
着为报警人排忧解难的重任。她们有个共同
的名字——110接警员。

1996 年生人的邓子豪就是其中一员，从
小对警察这份职业怀着一种敬仰之情，叔叔
和哥哥都是人民警察，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
能够穿着警服拿着枪去除暴安良、匡扶正义。
从警院毕业后，她机缘巧合进了 110报警服务
台，成为了一名 110接警员。

从此，她没机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
飒爽英姿，没机会在案发现场显示自己的身
手不凡，但是，她安抚了很多在困境中瑟瑟发
抖的心灵，挽回了很多在生活中心灰意冷的
生命。

“累，每天要说很多话，讲多了回家就不想
讲话了。”110接警员24小时值守，实行轮休，邓
子豪已经工作了 4个年头，对这样的工作强度
已经习惯，菊花枸杞茶成了这个 95后姑娘的
标配。

一部电话连接万家安危。株洲 110的女警
们，去年一年共接有效报警 40万余起，劝阻轻
生者 400余人次，送返迷路老人、小孩 1000人
余次。“我们的 110 接警员是守护一方平安的
幕后英雄，她们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用一根
电话线架起警民连心桥，也为群众解难纾困
提供了坚强保障。”市公安局警令部 110 报警
服务台主任谢亮说。

汤雯：爱“玩”花样的普法宣传人
普法宣传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

大众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如何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领域、个性化的公共
法律服务的需求？这对普法方式的创新提出
了更高要求。

汤雯是市司法局普法宣传科的科长，在
她的带领下，他们的普法小队做出很多新尝
试，加强法治文化阵地的建设，全市建设了
50 个法治文化小广场、小公园或小长廊，通
过连片打造，形成“连点成带、由带变面、连面
成群，市、省、国家逐级提升”的民主法治示范
村全景。通过整合普法成员单位、志愿服务队
等资源，打造全市立体法治文化矩阵，多维度
提升法治宣传工作效果，推动形成法治宣传
互联化、新颖化、立体化大格局。

在这一基础上，他们还创新法治文化载
体形式，把具有教育警示意义的法治文化从

“灌输式”向“体验式”传递给群众。同时，以各
类接地气、特色普法模式将法治文化从各种
侧面“渗透”到群众生活中去，将“吹吹打打”
的普法转化为“润物无声”的浸润。

“普法宣传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并不仅仅
是宣传。深入基层的普法工作，只有提供更多
货真价实的法律帮助，切实体现深入群众、服
务群众的工作作风，才能解除民困，赢得民
心。”汤雯说道。

谢毓安：
耕好“责任田”的东湖美警
她是大家口中的“小片警”，化得了矛盾，斗

得过流氓，办得了大案，居民都说这个女警察不
简单，从 2011年至今，谢毓安在月塘派出所担任
东湖社区民警一职，为群众解决了许许多多急难
险重问题，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东湖美警”。

谢毓安的责任社区是东湖社区，社区里有三
“多”：流动人口多、出租房子多、娱乐场所多，管
理起来很是困难。

谢毓安深知，一名好的社区民警是靠走出来
的，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做到人熟、地熟、情况熟。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她都坚持入户、巡
逻，查看灭火器是否配备齐全并能正常使用、安
全标示是否张贴正确、人员配备是否到位、电线
是否有裸露现象……她用自己对老百姓的真诚，
换来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和拥护，这是属于她的
快乐。“快乐工作、快乐别人、快乐自己，这是我的
人生信条。”谢毓安笑呵呵地说。

谢毓安告诉记者，社区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每天都闲不住，一忙
起来吃不上饭、下不了班是常事，大家早都没有了
周末、节假日的概念。“社区就是我的‘责任田’，不
管什么时候有事，我必须第一时间到位。”

邹丽青：管得宽的勤杂工
在人民警察众多警种中，有一种叫内勤，这

里没有刑侦民警的轰轰烈烈，没有交通民警的飒
爽英姿，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琐碎、繁
杂、枯燥，是这个岗位的共性，可谓平凡之极，有
人曾用“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样
的词来形容内勤，可见这个岗位工作之繁杂，也
有人说这个岗位就是一个勤杂工。

邹丽青就是这么一位“勤杂工”。2018 年，当
时还是法官的邹丽青随丈夫转业随调来到了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成了一名戒毒民警。“当初想法
很简单，就是监管场所编制多，分配希望大。”邹
丽青直言，“自己还有小算盘，想着在男子所当女
警察应该会比当法官轻松一点。”

入所后担任戒毒管理科内勤，对基层工作一
无所知的邹丽青立即“懵圈”了。每周各类报表、
数据统计、信息上报、材料撰写扑面而来。即便是
这样，邹丽青也没有示弱，为了尽快熟悉各项工
作的流程、套路，她一方面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
辈请教，一方面总结如何在琐碎的工作中梳理出
工作方法。

邹丽青说道：“尽管内勤工作很杂很繁琐，但
内勤工作对大队整体工作起着综合、协调与沟通
的作用，每当一个个指令通过我能够及时传达布
置，使大队的工作更加有序，我就非常满足，这也
成为了我不断努力的源源动力。”

李芸书：多才多艺的检花
穿上检察制服，置身党徽、检徽之下，李

芸书是严谨认真、为民司法的正义使者；脱下
制服，日常生活中，李芸书是手握吉他、阳光
开朗的邻家女孩。2021年 7月通过公开招录进
入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第二检察部检察
官助理。

李芸书认为音乐是心情最好的调和剂，
她从初中开始便喜欢上吉他，闲暇之余，在家
自弹自唱，轻松的音乐能让人忘记生活匆忙
的脚步。“爱音乐丰富了她的个人生活，但只
能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作为一名检察官助
理，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本职工作。”

至味清欢，音乐相伴，仿佛已经成为她生
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陪伴她度过人生中
每一个有爱而平凡的日子。

包佶：恬静温婉的女包公
身着法袍的她，庄重威严；生活中的她，恬

静温和。她就是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女法
官包佶。

从小看着电视上明辨是非、铁面无私的
“包青天”，包佶对这位“黑脸”包公由衷的敬佩
和向往，一颗梦想的种子在她心底萌芽，“我想
成为一名刚正不阿的法官。”大学毕业后，她努
力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考入法院，先后被任
命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穿上了梦寐以求的
法袍。

这位年轻的“80 后”女法官，自 2017 年至
2021年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以来，共审结刑事案
件200余件。法槌起落，案卷翻飞，华发隐现，披
星戴月。办案这些年来，包佶主审的案件无一错
案。

“原则和底线必须坚守，我的案子我一定
会实事求是、依法裁判、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不求尽善尽美，但求无愧于心。”为了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包佶对待每
一起案件都高度重视，反复核查，努力攻克办
案过程中遇到的疑点难点。

在案件审理中，难免遇到法与情的冲突，
包佶的内心也免不了泛起一波涟漪，“记得在
一起涉黑涉恶案件中，被告人母亲声泪俱下恳
求法官从轻处罚、给孩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
会，母子连心，但法大于情，那种基于现实的无
奈与心酸是痛彻心扉的。”包佶认为，打击犯
罪，不能仅仅靠刑罚，如何防患于未然才能从
源头治理。所以，包佶在办案之余积极参与普
法宣传，每年深入学校、社区、企业等，用浅显
直白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例子帮助市民了解和
掌握相关法律法规，为需要法律服务的群众答
疑解惑。

冯晓辉：
严把法治关口的参谋

冯晓辉在市司法局主要从事规范性文件
管理工作，这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企业权利
义务，事关政府形象。

记者在冯晓辉办公室的文件柜里看到，有
的文件只有几页纸，而有些文件能多达几十上
百页。“一份文件经常要反复看个四五遍，必须
确保内容程序合理合法。”冯晓辉笑着说。“对
待每一份文件必须慎之又慎，一字一句反复推
敲斟酌。”

她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回报，2016年从
事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至今，冯晓辉审查市政
府规范性文件 650余件，提出意见建议 1340余
条，“三统一”管理市直部门规范性文件 820多
件。为我市从源头上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贡
献了法律人的智慧和担当。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名政府法制工作
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行政管
理经验，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同事
笑称冯晓辉，不是在看文件，就是在看书，手里
永远都不会闲着。

“我的社交活动不多，工作之余，喜欢看看
书，现在法律法规更新快学习必须要跟上。”冯
晓辉的家里，法律专业书籍堆满了书架。犹记
得去年搬家时，面对家里那一大堆的书籍，搬
家公司建议必须要另外再派辆卡车来，不然宁
愿不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