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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鉴定，

这个大多数人只

在 影 视 节 目 上

了解的职业，却是

杭州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七大队三中

队指导员谢伟宏的

工作日常。

每天，她和同事要

和各种化学毒物打交道，

通过科学的检测和鉴定查

明毒物种类，还原案件真

相。而在这个只有6名鉴毒师

的队伍里，谢伟宏是唯一的女性。

近日，记者走进三中队，近距离

目睹了女鉴毒师的一天。

早上9点，谢伟宏走进办公室，穿上白

大褂，戴上手套，在一堆瓶瓶罐罐中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关键物证都会送到我

们这里进行分析鉴定，根据理化分析结果，可以发

现更多口供、现场勘验很难发现的关键性证据。”她

说。

2002年，谢伟宏浙江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

通过社会招考成为公安领域一名法化毒检人。她

本以为鉴毒师的工作无非就是和毒物打交道，然而

第一次出警，谢伟宏才发现自己想当然了。

那天支队接到报警，一租客死在出租屋内，为

调查死亡原因，谢伟宏跟着同事去现场取材。租客

已死亡多天，出租屋内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味，掀开

白罩子的一刹那，谢伟宏被浮肿的尸体惊呆了，可

她还是强忍不适和同事将死者搬下床。之后，她再

也忍不住，吐了整整一下午……

说到这里，谢伟宏笑了，“之后，我经常梦到那

次出警场景。”为了缓解精神压力，谢伟宏找同事朋

友倾诉、报名临床心理学，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

出那段阴影，“现在再到凶杀案件现场或看相关照

片，我已经不害怕了……”

听到这，记者有些吃惊，眼前的谢伟宏留着一

头短发，看上去十分干练，同事对她的评价都是职

业素养、职业能力出类拔萃。没想到，曾经的她也

是这样一位“弱女子”。

正在检测分析，突然谢伟宏接到通知，有一名

男子疑似中毒，昏迷不醒，危在旦夕，目前在医院里

救治，需要明确中毒药物成分才能对症下药。

谢伟宏二话不说，脱下白大褂，赶紧出了门，

“每年，我们都会接到多起不明药物中毒的检测需

求。救人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一定竭尽全

力”。

等从现场取材回来，已接近12点了，谢伟宏丝

毫没考虑吃饭问题，一头就扎进了实验室。“刚从现

场回来，这些血液都要检验鉴定。”谢伟宏将装有血

液的试管进行编号，贴上不同的芯片条形码，进行

唯一性标识，“我们要通过各种试剂去分离提纯血

液样本中的药毒物成分，然后放进仪器进行检测，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谢伟宏熟练地将检材依次放

入不同机器，一切处理妥当后，她才起身去吃饭。

午休时间，记者加入了谢伟宏和同事的闲聊

中。“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办案细心周到。”说起谢伟

宏，这是同事们一致的看法。这几年，谢伟宏去了

不少凶杀案现场。每次在现场取物证，她都会反复

筛查好几遍，生怕遗漏不起眼的关键物证，“特别是

火灾现场，灰烬要一层一层像剥洋葱般逐层筛查，

还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才不会漏掉每一个可能

的细小碎片，才能找到真正的起火原因。”

凭借这样的工匠精神，2008年谢伟宏被抽调

至专班，负责整个刑科所的技术规范化建设。这是

个绣花针般的细致活，从取样单、受理单、确认单到

报告单等，光表格就有100多份要整理规范，“政策

一变，规范化建设工作就要立马调整，几十份文件、

几百份表格都要逐一修改。”谢伟宏说，这一点不比

办案子简单。

下午上班时间一到，谢伟宏又穿上白大褂，急

匆匆奔入实验室。

白大褂是谢伟宏在警察制服之外，须臾不离的

物件。她雷厉风行地穿梭在工作的各个实验室间，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除了忙着进行大量的物

证检验分析外，她常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攻关，先后

起草、参与制定了多项毒物检测领域的行标国标。”

七大队教导员汪旭峰说。

“以后重复性的鉴定步骤，都是全要素智能化

的自动提取，真正实现智慧警务，这是我们今年的

重点研究任务。”谢伟宏说，为此她每天都在为攻克

“熄灯实验室”的科学项目而忙碌。

临下班前，谢伟宏为办公室里的一盆盆绿萝

和多肉添了添水，“这些有助于我静心。”谢伟宏

说，自己还报名学习古筝，每次弹奏是她最放松的

时候。

见习记者 夏婉言 通讯员 俞子龙

“有人说，监所工作是一场心理博弈的‘暗战’，

我却认为这里是特殊的三尺讲台。”说起自己的工

作，舟山市定海区看守所教导员韩晓艳眼里有光。

韩晓艳，2001年参加公安工作，荣立个人三等

功1次，获嘉奖1次。“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

记者跟随韩晓艳，感受看守所工作人员的日常。

鸡鸣晨启，舟山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早上8

点不到，韩晓艳带着记者走进看守所，过安检，上

交手机。“这是我们每天到岗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韩晓艳一头短发，精明干练，一边向记者介绍着，

一边挂上了工作牌，将对讲机别置于左肩章之上，

接着脚步生风地迈入女子监区，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随着广播的响起，韩晓艳与值班民警组织被监

管人员起床点名、洗漱打扫、吃早饭……同时，韩晓

艳和同事们一丝不苟地进行隐患排查。“每日都要

排查隐患、巡查监室。这些工作看似简单重复，其

实每一步都必须做得小心翼翼，容不得一丁点儿马

虎。”排查完最后一个项目，韩晓艳向记者说明，“我

坚持一个原则——‘在岗1分钟，安全60秒’。”

吃完早饭，韩晓艳准时出现在二楼，化身“领操

员”，带领被监管人员活动，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

膝下蹲……

之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韩晓艳的脚步踏遍看守

所的角角落落，从图书馆到监室再到会见室，每一

处她都仔细巡查，并及时关注被监管人员

的情绪、状态。

午时，韩晓艳与同事们组织被监管人

员有序进入餐厅就餐，并做好现场执勤工作。“等她

们吃完，我们再吃饭。”韩晓艳一边安排工作，一边

向记者解释道。

“没有焐不热的心、感化不了的人。”下午，韩晓

艳带记者走进值班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封信件

——这些都是昔日被监管人员写给她的，字里行间

透着亲近与信任。

就在这时，韩晓艳注意到一名被监管人员在哭

泣，她立即带着记者赶到监室去。

“她叫方某，属于‘二进宫’。刚进看守所时，

情绪并不好，常常躲在角落里哭泣。”路上，韩晓艳

告诉记者，最初她找方某谈心，对方一直沉默，但

她不放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帮

她买换洗衣服、拉家常、放音乐……“只要有空，我

就去找她谈心，到后来她愿意敞开心扉，主动跟我

说话了”。

到了监室，只见头发花白的方某佝偻着背，神

情哀伤。韩晓艳立即将她带至阳光心情工作室，循

循善诱下，方某终于吐露心声，说女儿患有抑郁症，

自己最近多次梦到女儿情况不好。韩晓艳立即联

系属地派出所了解情况，得知其女儿刚从一次事故

中被抢救回来。韩晓艳火速让方某录制了一段自

拍视频，承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并

发给其女儿。“谢谢警官！”方某感激地说。

“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韩晓艳说，亲情

教育是帮助被监管人员重回正轨的有效途径之

一。为此，看守所多年来进行了有益尝试，比如写

家书、互拍视频等。她举例道，曾有一名罪犯的家

属在收到罪犯的视频后，也录制了视频并送过来。

看到视频中家属的面容和温暖的话语，这名罪犯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谢谢警官，我一定会努力改造，

不辜负大家的帮助。”

“改造是救心，我们牵起一条线，暖了两头的

人。”韩晓艳说。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韩晓艳多年

来创新打造了“灯塔引航”“舟善木兰”特色监管品

牌，总结提炼出“教育感化四个三工作法”，迭代升

级“九三工作法”，形成多起经典案例，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她共帮助在押人员解决实际困难500余

件，教育转化重点在押人员50余人。

临近傍晚，记者离开监所，拿回上交了一天的

手机，此时记者的脚竟也有些发酸，不禁对韩晓艳

她们添了几分敬意——高墙之内，她们日复一日地

保持每日平均步巡量8公里以上，不敢有丝毫松

懈，她们将一日的坚持延长为数年的坚守，为一方

平安打下坚实基础。

在鉴毒师队伍里，她不让须眉，于方寸实验仪器间拿捏真相；在充满“暗战”的监所岗

位上，她刚柔并济，在三尺特殊讲台前度化人心。她们，正是我省政法战线上，无数个平凡

又不平凡的女性缩影。她们，用铿锵的脚步、坚毅的信仰，诠释着政法女警的“巾帼担当”。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让我们一起走近她们的日常，并祝她们节日快乐！

她穿梭在瓶瓶罐罐间，让物证“开口说话”

她每日步巡8公里，当好“特殊园丁”她每日步巡8公里，当好“特殊园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