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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入微查线索

社会 新闻

3月 21日，郝庄派出所民警联合迎泽区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心社工，在孟家井寄
宿制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教育，通过展示各类毒品仿真模型，帮助师生更直观地了解毒
品危害，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辛欣 白林杰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牛国佩）女子怀中的男童一直哭着喊

“妈妈”，被热心群众误以为是人贩子报
警求助。3月 20日晚，这一幕出现在山
西师范大学北校区附近的一辆公交车
上。所幸的是，西温庄派出所民警到场
核查，发现这是一场误会——女子和男
童是母子。

“你不能下车……”3月 20日晚 7时
许，在一辆公交车上，一名女子引起了
其他乘客的注意。女子怀中抱着一
名年约一岁的男童，可男童一直在哭
着喊“妈妈”。公交车行驶至山西师
范大学北校区附近时，女子准备下
车，但乘客们怀疑她涉嫌拐卖儿童，
立即上前阻止，热心市民郭先生迅速
拨打 110报警。

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公安小店

分局西温庄派出所带班领导张志鹏立
即调派值班民警田淼带领辅警赶赴现
场。“我是孩子的母亲……”见到民警，
女子赶忙解释。经了解，女子的丈夫
去世，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当天带着
小儿子乘坐公交外出，不想孩子一直
哭闹，这才导致乘客们误以为她是人
贩子。

随后，民警经进一步核实，确认女
子是男童的母亲，不存在拐卖儿童。

“不是就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报
警人郭先生松了口气，同时向女子表示
歉意。女子表示：“没关系，都是为了孩
子好……”大家相视一笑。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这证明大家
的警惕性都很高！”民警充分肯定了郭
先生和其他乘客的安全意识，对大家的
做法提出了表扬。

本报讯（记者 辛欣）3月 21日，汇丰派
出所户籍民警陈虹意外收到一件包裹，拆
开一看，里面是一面锦旗，落款人是辖区清
泉小区不久前办妥户籍业务的张先生。

原来，3月中旬，张先生准备把自己和
大儿子的户口迁至海南，因户头上还需保
留其妻子和小儿子的户籍，他拨通汇丰派
出所户政大厅的热线电话询问相关事宜。
在电话中，陈虹了解到，张先生是户主，户
口迁出后需要变更其他家庭成员为户主，
然而夫妻二人在清泉小区的住房是家中老

人生前留下的，并不能直接把户主变更为
张先生的妻子。同时，考虑到张先生的小
儿子快到学龄，也需要尽快确定户主，不影
响入学报名，民警根据以往经验，提出多个
解决方案供张先生参考。

“民警想得比我自己还周到”，张先生
被民警的贴心服务打动，随即采纳了民警的
建议，补齐老人遗嘱、公证书等相关材料后
来到户籍窗口办理。民警翻阅户籍底簿，核
查相关材料，将张先生的户籍迁出后，变更
户主为其妻子，解决了一家人的困扰。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八旬老人
因身份证丢失，导致多年来无法取出国
家补助款。3月 22日，娄烦县公安局消
息，米峪镇派出所开通绿色通道，民警
上门为老人办理了新身份证。

前几天，米峪镇派出所接到辖区一
村干部求助电话，称村里一位 80多岁的
老太太身份证丢失，导致近几年国家发
放的补助款不能取出。老人年岁已高，
行动不便，无法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

村干部请民警予以帮助。
得知情况，米峪镇派出所所长立即

决定利用午休时间，为老人上门服务。
所长与户籍民警携带相关设备，驱车 15
公里到达老人家中。拍照过程中，民警
细心地为老人整理好头发、衣服，并拍
摄了多组照片，确保符合办证要求。

临走前，民警叮嘱老人保重身体，
并告知证件办好后会第一时间送证上
门，让老人安心在家等待。

作为双警家庭，王英和丈夫既是爱人，更是
战友。他们之间有太多的聚少离多，太多的无
暇顾及。然而他们也是幸福的，因为与爱人志
同道合、守望相助，因为对公安事业的忠诚、对
平安梦想的追求，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对于自己的家庭，王英有着深深的愧疚。
2019年，母亲因病住院，王英本想看护陪伴，但
突如其来的工作，让她只得告别母亲，全身心地
投入案件侦办工作。儿子的家长会，她经常缺
席，以至于找不到教室，认不全老师。疫情期
间，儿子学习成绩有所下滑，老师打电话说：“你
们工作再忙也请关注下孩子，能不能请假陪孩
子几天？”然而，这一次，王英又食言了。对于这
些，儿子从未抱怨过妈妈。在儿子眼里，王英是
个“急性子妈妈”，总是来去匆忙。

“穿上警服就是一份责任，也就决定了必须
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工作中。”王英说。

记者 杨沫 文/摄

刑侦战线上的“幕后英雄”
——记全省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王英

深夜，清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
办公室的灯仍然亮着，王英全神贯注地盯着
电脑屏幕，飞快地移动鼠标，时而快进，时而
回放，努力在变化着的屏幕画面中找寻破案
的蛛丝马迹。

点击鼠标、敲打键盘、快进回放……这
在常人看来也许是操作电脑时最平常的动
作，对王英来说，却是她破案的“神器”。多
年来，作为技术中队负责人，王英带领团队
攻坚克难，将传统刑事技术手段与现代侦查
手段相融合，不断探索技术支撑侦查破案新
途径，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炼
就了一双通过视频识别犯罪嫌疑人的“火眼
金睛”。前不久，她被评选为全省公安机关

“成绩突出女民警”。

从事刑侦工作，关键在一
个“细”字。

调取千幅截图、查寻蛛丝
马迹，这样的工作对王英而言
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一连看
上几天，熬上几个通宵也不一
定有收获。

“视频侦查不能盲目，得
有技巧、有方法地查找有效信
息。”王英说，有时候看得多
了，人难免会眨眼睛，就是这
眨眼的瞬间，可能就会漏掉潜
藏在图像中的信息，因此视频
侦查人员需要反复查看图像。

2019 年 9 月 1 日晚，清徐
县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彼
时的王英，正在休假照顾生病
住院的母亲，接到返岗命令
后，她安顿好母亲，立刻投身
到案件侦办中，整整 6个日夜
没回家。

她埋首于电脑前，反复查

看 50G的涉案视频，从最早发
现行迹可疑的“白衣男”入手，
在与目击证人所述的“嫌疑人
为黑衣男子”相悖的情况下，
大胆提出该名“白衣男”有重
大作案嫌疑。为进一步印证
推断，王英科学分析，仔细推
敲，进一步查找到“白衣男”案
发前尾随受害人、案发后慌张
逃跑的影像，并在海量视频中
发现，案发当天一名骑摩托车
的男子与“白衣男”相似度极
高。正是在这条极具价值的
视频线索指引下，办案民警循
线追踪，最终锁定了嫌疑人的
真实身份。在此案侦破中，王
英因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

从警 25 年来，她刻苦钻
研、攻坚克难，在实战中炼就
一双“火眼金睛”，让犯罪嫌疑
人无处遁形。

既办大案要案，更破民
生小案。在王英眼里，任何
视频中获取的线索都不能
放过。

2022 年 8 月 24 日凌晨，
清徐县多个小区附近，14辆
小车轮胎被盗，群众叫苦不
迭。王英得悉警情后，迅速
带领刑事技术和图侦民警跟
进。虽然嫌疑人作案时驾驶
的是无牌车，且遮阳板放下，
还戴着口罩，但经视频侦查，
王英带领团队成员仅用 3小
时就锁定嫌疑人身份，极大
地助力办案民警快侦快破，
追回58条被盗轮胎。

2020 年 5 月，清徐县南
营留村村民停放的面包车被
人放火，烧得面目全非。由
于放火在夜间，放火点也在
村外偏僻处，侦查工作一直

没有进展。王英与办案民警
一道调取视频、摸排研判、串
并侦查，最终锁定嫌疑人，一
举侦破放火案10余起。

无论是侦破杀人放火等
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重
大案件，还是寻找电动自行
车、手机、电瓶被盗案线索，
王英都记挂于心。在她看
来，一件件小案更直接关系
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破小案更是大民生。

多年来，她通过指纹比
对直破盗窃案件 80余起，利
用视频侦查技术支撑破获
各类案件 700 余起，充分发
挥了视频侦查科技导侦的
重要作用，受到一致好评。

“只要能破案，幕后工
作也精彩。”王英笑着对记
者说。

对于王英来说，刑侦大队是个大家庭。多年
的实战经历，磨炼了她过硬的警务技能，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王英乐于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倾
囊传授给身边的战友。

“她是特别好的师傅，悉心传授我们侦查破
案技巧，让我们快速成长。”民警郭鑫说。

“我跟了英姐 7年，她对待工作从不敷衍，认
真、耐心指导我们。”辅警方舒说。

“遇到什么难题，找英姐总会给你提供新思
路，她是我们青年民警学习的榜样。”民警马萧说。

在同事眼中，王英是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岗
位上的工作狂人。在她的带领下，中队多次从

“模糊影像”入手，循线追踪，锁定犯罪嫌疑人真
实身份。“这个技术在我的中队很成熟，且普遍运
用。”王英自豪地说。

屡破案件的“神助手”

王英在电脑前开展视频侦查工作。

倾囊传授的好大姐

并肩战斗的幸福

老人丢了身份证不能领补助

民警上门补办

闹出“拐卖乌龙” 民警消除误会

顺利办妥迁户 邮寄锦旗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