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帘门，我已经找人修好了，你为啥还
没完没了！”

“你找的不是厂家的售后，将来再出了
问题谁负责？”

4月3日，在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区分
局白海子派出所“老李调解室”，因三轮车溜
车撞坏了车库卷帘门，物业经理和三轮车主
就维修事宜吵到了派出所，让“老李调解室”
给评评理。

调解过程中，老李颇费了一番唇舌，把
桌上的一杯水拿起又放下六七次，也没空儿
喝上一口，直到一个多小时的调解结束，送走
了当事人，老李才猛喝了一大口。“今天这个
事儿，涉及到经济纠纷，双方各说各的理，比
较难调解。只能‘冷处理’，我先让他们回去
冷静一下。”

老李名叫李明，今年 56 岁，是白海子派
出所“老李调解室”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
本地人，负责社区工作近 30 年，人熟地熟情
况熟，加之办事公道正派，说话有亲和力，群
众有诉求、有矛盾，有难事、有烦心事都愿意
找他。

白海子派出所位于集宁区城乡结合部，
辖区总面积 278 平方公里，有7 个社区、17 个
村委会、103 个自然村，是集宁区公安分局最
大的乡镇派出所。派出所辖区人多事杂，家
庭不和、邻里纠纷、损害赔偿……这些看似

“鸡毛蒜皮”的琐事，占据着白海子派出所全

部警情的 48.6%。矛盾虽然不大，也都是“家
长里短”，却影响着辖区的平安和谐。

如何让群众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成为白
海子派出所民辅警关心的“头等大事”。2021
年，李明主动请缨，肩负起矛盾纠纷调解工
作，“老李调解室”因此应运而生。“要把群众
当成自己人，把群众的事当成是家事，想尽办
法化解矛盾纠纷。”老李调解矛盾时，有他的

“独门绝技”。他总结了调处矛盾纠纷的三个
方法：“一笑”缓解气氛，“二听”了解缘由，“三
唠”摆事实、讲道理。据统计，自“老李调解
室”成立以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70 余
起，调解率达 100%。与之对应的，白海子派
出所辖区各类行政案件发案率实现了“两连
降”。

“每一次成功调处的背后，都是老李肯

钻研、勤思考、主动作为的结果。”白海子派出
所所长王海兵说：“老李喜欢走街入户和乡亲
们拉家常，早已融入群众之中，所以辖区的人
和事儿他都‘门儿清’。”

在白海子派出所“老李调解室”墙上有
这样的标语：话有地方说、苦有地方诉、理有
地方讲。

“我们这一带的乡亲，没有不认识老李
的，调解室就是我们街坊邻居说理儿的地
方。”家住李家村的张大爷说。

如今的“老李调解室”，不仅是辖区群众
说理儿的地方，更是集宁区公安分局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缩影。从2022
年起，该局已在 12 个派出所推广“老李调解
室”的经验做法。“在工作中，强化矛盾纠纷的
源头治理是派出所主防的关键，‘老李调解室
’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不上交、不激化，
把‘死结’变成‘活扣’，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集宁区副区长、公安分
局局长王立新介绍说。下一步，该分局还要
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上下功
夫，把具有一定法治素养和法律知识，能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的群众吸纳到各个调解室，让
大家共同参与矛盾调处，让群众随时随地都
能找到说理儿的地方。

四月的夕阳照进“老李调解室”的窗户，
老李也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在一面面鲜红锦
旗的映衬下，调解室显得格外温馨。（张佳良）

把“死结”变成“活扣儿”

“老李调解室”的工作秘诀

把兴趣做成了一生的事业
—— 记兴安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王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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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子夜时分，“老头儿”与徒弟王力还
在做一个尸检。突然他停下了动作，给王力使
了个眼色，王力熟练地从他的裤兜里掏出了一
块老式水果糖塞到他嘴里。

这是他的一个老习惯，因为患有严重的糖
尿病，所以不管去哪儿兜里总是揣着几块糖。

这个爱揣糖的“老头儿”就是王高成，兴安
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老头儿”是大家给他
起的外号，也会叫他“老王头”，一方面因为他是
支队岁数最大的刑事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也是
大家体现亲昵和尊敬的称呼。

糊里糊涂学了医
1981年，王高成首次参加高考，但一直没

有收到录取消息。1982年，他再次参加高考，
被内蒙古蒙医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学
专业录取，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后来才知道，我其实第一年就考上了，但
是信息不发达，错过了，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学了
医。”王高成笑着说。

这场“曲折”的高考，改变了王高成的一
生。

五年的医学生涯，蒙医、西医、中医他都学
了个遍，从懵懂、害怕到孜孜不倦、信手拈来，这
为他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兴安盟阿尔山疗养院
工作，两年后调转到乌兰浩特监狱工作，成了一
名“狱医”，这一干就是17年。

有一次，一名服刑人员人突发急性阑尾
炎，当时交通不发达，监狱离市区30多里地，情
况危急，王高成便和同事在两张办公桌拼起来
的“手术台”上，给发病的服刑人员做了阑尾切
割手术，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这种果敢担当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

有案子主动往前冲
2006年，王高成转隶至兴安盟公安局刑侦

支队工作，成为了一名法医，踏上了他人生的又
一个17年之旅。

王高成的到来，让整个支队高兴了好几
天，大家对这个局里唯一的大学本科医学生充
满了期待。

王高成果然没让大家失望，他马上进入工
作状态，每天加班加点做鉴定、出现场，可以说
随叫随到。不管在哪儿，他手头总有一个包，里
面除了洗漱用品就是他工作的“宝贝”。

“在别人眼里，说走就走的旅行很难，但是
在我们队里就是‘家常便饭’，这么想我们还是
挺时髦的。”支队民警葛彩明说。

只是这个旅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是
一场探寻真相、追寻公平的旅行，也是一场考验
体力与耐力、敏锐感和专业性的旅行。

一次，某地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伤亡
人数不确定，需要法医出现场，王高成和队里的
同事立即赶往现场。36个小时，6具尸体解剖
任务，当鉴定完成后，王高成瘫坐在地上。后
来，他被确诊为糖尿病，随身的包里又多了一件
物品——胰岛素。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高成的家人十分
担心，只要他一出差，家人的心就悬起来了。后
来他和家人定了“规矩”：单位的事儿不准问，案
子的事儿不许提，出差了自己会主动报平安，不
用打电话。

有一次，王高成接到一个复杂的案子，一
连出差22天，家里果真一次电话也没打。王高
成既欣慰也难过，定下这种“规矩”是工作保密
性的需要，自己却要承受家人牵挂的无奈。

“有案子主动往前冲，案子破不了，他睡不
安稳。”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姜广华评价说。

就怕造成冤假错案
尸体是最诚实的，它展现了死者生前经历

的最后画面。自杀？他杀？意外？法医就是要

把好所有刑事案件的第一道关，为侦破案件提
供专业技术支撑，更要抽丝剥茧，找出真相，让
逝者安息。

“干法医这么多年，我就怕因自己的失误
造成冤假错案。”所以，王高成干工作格外细心，
每次出现场、做检验，结束后总要复盘、做总结
笔记。

王高成说起几个月前的一个案子，某派出
所接到一位老人报警：他的女儿被人害死了。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死者已经放在了炕上，身旁
有一条麻绳，其丈夫苗某说他到放粮草的库房
时发现妻子吊在横梁上，他赶忙放下来并做了
简单的急救，但为时已晚。

现场勘查结果和苗某的描述基本一致，现
场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

“我女儿不可能自杀。”死者的父亲怎么也
不相信自己活泼开朗的女儿会毫无征兆的自
杀。

这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到底是他杀还
是自杀，案件一时难以定性，侦查工作陷入困
境。王高成通过尸检，发现勒痕不符合缢死特
征，果断地确定死者是被他人杀害。

他连夜把死者成伤机制详细写下来，并把
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进行重建，从
犯罪心理、生活习性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刻
画，尽可能地为侦查人员提供审讯技术支撑。

最终，嫌疑人苗某在一个个技术围成的坚

固证据链面前供述了自己杀害妻子的过程，公
安机关成功破获这起故意杀人案。

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严谨、准确地得出死
因以及各类损伤程度的鉴定意见，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但王高成做到了。

多次到法院出庭质证，面对律师的刁钻质
疑，王高成有理有据的解答，总能让对方心服口
服，使案件得以更快的流转，从根本上提高了办
案的准确率和效率。

有一次，他去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出庭质
证，结束后，法官握着王高成的手说：“有你出庭
质证，我们心里有底。”

把爱好干成了事业
现如今，刑侦支队又增加了两名年轻的法

医，硬件条件也大大改善，王高成也快到了退休
年龄。

大家遇到拿不准的案件，第一时间还是会
想到王高成，他的手机成了“专家咨询热线”，如
果说不清楚，他就直接去现场，风雨无阻。年轻
的民警说：“有他在，大家才安心”。

因为工作原因，队里的同事们都有一些基
础病，他自己也是久病成医，闲暇之余大家有什
么身体上的小毛病都会咨询他，办公室成了“医
务室”。

王高成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归纳整理
了一本“高血压、糖尿病保健知识手册”发给大
家，指导大家怎么调理身体。

他平时除了看书没什么其他爱好，《命案
现场分析概论》《人体解剖彩色图解》《法医鉴
证》……各种专业书籍摆放在手边，每本书他都
要反复看，还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这个习惯一
直保留着。

从事法医检验鉴定工作以来，他承担着兴
安盟法医伤情重新鉴定工作，参与兴安盟重大
疑难命案死因鉴定、参与勘查命案现场、非正常
死亡现场和交通事故现场上百起，出具法医检
验鉴定文书1200余份，在办案和检验鉴定工作
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今年10月，“老王头”就要退休了，他说自
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
事儿，就是喜欢这个职业。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还社会公平正义，这
是他的信念。“老王头”说，自己是幸福的，把
兴趣爱好干成了事业，一干就是一辈子。

（张静）

老李耐心为当事人讲解法律条文老李耐心为当事人讲解法律条文。。

法医王高成法医王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