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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住情绪时，想到答应您不准伤人伤己，
用您教的深呼吸疗法效果真的很好……”3月5日，
海南省新成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李宁收到
一封从省新康监狱寄来的感谢信，服刑人员阿仁
（化名）表达对李宁的感谢。

作为新成监狱唯一一位专职女心理咨询师，
11 年来，李宁累计咨询案例近 1000 起，开展罪犯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百余期，疏导重点服刑人员百
余名。

■本报记者 连蒙

用亲情疗法舒缓服刑人员情绪

半年前，一直患有抑郁症的罪犯阿仁因错手杀死
妻子的情人而入狱，他固执地对女性产生偏见情绪。
入监犯情排查时，监狱民警发现阿仁的情绪异常，将情
况上报后，李宁第一时间介入。

开场白还未说完，李宁便感受到阿仁的冷漠和不
信任。

“你说我就信吗？你们女人都是骗子……”李宁静
静聆听阿仁的倾诉，努力寻找突破点。但阿仁仅是指
责，并未透露过多内心想法。

第二次接受心理咨询的阿仁坐立不安。李宁一眼
看出阿仁可能伴有躁狂行为，立即引导其到宣泄室治
疗。戴好拳击手套对着假人宣泄完情绪后，阿仁终于
平静下来，边喘着粗气边扭头看了一眼李宁，轻声说了
句“谢谢。”

情绪得到缓解的阿仁慢慢倾诉自己的遭遇。“如果
孩子那天没有去上学，我可能不会动手。”阿仁告诉李
宁，每次自己发作时，儿子会抱住自己的头轻轻抚摸，
焦躁的情绪瞬间会缓解大半。

了解症状后，李宁从亲情的角度入手，多个疗程对
阿仁进行心理辅导。而后阿仁放弃伤害自己的念头，
分流后身体和心理状态一直很好，还主动给李宁写来
感谢信。

省监狱系统心理矫治“巡诊”工作专家李宁：

让服刑人员心服口服

第一次站上公诉台“被动挨打”

“作为国家公诉人，第一次出庭的经历是我永生铭记的一次
心路历程。”李丹说，她清晰地记得2017年第一次以公诉人身份
出庭时，那“灰头土脸”“被动挨打”的情形。

“半路出家”的李丹并非科班出身，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她
把案子涉及的法律问题一个个搞懂弄通，在闲暇之时通读研学法
学理论、各类案例判决。

一路闯关，一路成长。2021年，李丹荣获“全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先进工作者”，2023年荣获“全省十佳公诉人”“全国优秀
公诉人”称号等，这让同事们都对她刮目相看，毕竟她的公诉工作
经验也只有7年。

面对同事的夸赞，李丹总是谦虚地说：“都是运气好。”但是只
有李丹自己知道，其中的努力，要比其他人多出很多。

李丹说，没有捷径，只有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付出，经历一
个又一个案件的打磨，才能淬炼成钢。

走进案发现场找到疑点

在采访中，李丹让记者看了她前段时间下乡到命案现场寻找
证据、证人、模拟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资料。

“只有‘亲历性’办案，走进案发现场击破案件疑点，才能准确、全
面把握案情，使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有效提升了办案质效。”李丹说。

李丹告诉记者，2018年她办理一宗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
案件，一天晚上她单独在办公室查看案件证据材料，看到资料里
死者照片，心里五味杂陈。李丹忙完准备回家时，走在漆黑的、长
长的走廊时，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想起刚看过的照片，胆战心
惊，吓出一身冷汗。

“现在不害怕了，到目前办理的命案有20多个，习惯了。”李
丹告诉记者。

随着办案数量越来越多，去命案现场次数越来越多，李丹也
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也扎实了业务能力。

在办理一起酒后驾车撞倒并拖行致被害人死亡案中，李丹通
过查证，与法医多次沟通，最终改变侦查机关的移送起诉罪名，以
故意杀人罪起诉并判刑。

交谈中，记者发现，李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丹姐对待每一
个案件细节都很严谨，潜心打磨。更让我很敬佩的是，她在努力办
案的同时，一直注重学习积累。”经常跟着李丹办案的书记员陈迪
海这样评价。

全国优秀公诉人李丹：

走进案发现场找突破点

“资金困难是她的事，我们当时约定工资每月 4000
元，我只想要回三个月的工资。”2 月 29 日上午，在海口
市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周慧娟的办公室
内，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的当事人情绪激动。

周慧娟一边递给当事人一杯水，一边耐心地向她解
释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和类似案件判例，经过 1 个小时
的努力，最终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本报记者 陈敏

每年办理400多件民商事案件

热情爽朗，认真专注……这是记者见到周慧娟时的第一印
象。

“今天案件调解还比较顺利，有时候一个上午都调解不下
来。”周慧娟笑着告诉记者，成为员额法官以来，她每年要办理
400多件民商事案件。

周慧娟办理的民事案件大多是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交通事
故等纠纷，既是生活中常见的纠纷，又是最容易引发激烈矛盾的
纠纷。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周慧娟善于发现解决纠纷的关键点。“把
自己当成当事人，试想在那样的处境下我会怎么做，就会觉得各
种各样的经历都能理解，各种各样的人都应该包容。”周慧娟说。

“下午2个庭，明天全天都有庭，后天上午也要给当事人作调
解……”记者翻看周慧娟的笔记本，哪天开庭，哪天调查案件，哪
个时段约见当事人，都被她安排得一清二楚。

数据显示，2023年周慧娟共收案628件，结案476件。因办
案效率高、质量好，赢得了当事人的赞誉。

得到当事人肯定是最好的礼物

不久前，周慧娟接手了一宗千万遗产继承纠纷案。陈某与前
妻婚后育有3个儿子，双方于1999年10月离婚。2009年4月，
陈某与赵某再婚，育有一女。陈某因病死亡，遗留房产、车辆、银

行存款、证券等价值千万财产。因未留下遗嘱，陈某的3个儿子与继母因遗产归属产生争议，继而对簿公堂。
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周慧娟明白，案子好判，但官司再这样打下去，一家人就结下了仇怨。
经过深入调查，她发现，陈某在世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并无矛盾。周慧娟理清矛盾根源后，经过双方10余

次的调解方案交换，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对陈某名下的涉案遗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如果真的对簿公堂，我们一家人肯定会矛盾加深。谢谢你为我们着想，耐心作调解，让我们一家人重归

于好！”事后，双方当事人来到法院向周慧娟送锦旗。
周慧娟告诉记者，能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肯定，就是她最好的礼物。
海南省三八红旗手、全省法院优秀法官、海口市优秀共产党员、海口市法院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民事

裁判文书一等奖……面对诸多荣誉，周慧娟总是想着还能做点什么？为此，她积极参加“送法下乡”“护苗”专
项行动等活动，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帮助。

海南省三八红旗手周慧娟：

善于发现解决纠纷关键点

入警后义无反顾加入排爆队伍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的是网安专业，入警
后，我时常看着师兄们拿着高科技的装备做训练。当
时我就想，这如果是我的工作，不敢想象得有多酷。”因
此，林子琪在成功说服父母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排爆
队伍。

然而正式上岗后，面对许多男队员都难以承受的
极端高压训练，林子琪也曾有过退缩的想法。

“重！热！当时对70斤没有概念，但真穿在身上
根本受不了，10多斤头盔压得抬不起头，一瞬间汗水
就模糊了眼睛，更别提做动作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林子琪记忆犹新。

面对困难她没有退缩，除常规训练外，开始加大穿
排爆服的体能训练。现在，她能够穿着排爆服，跑步
200米，并持筷子在90秒内夹取20颗黄豆到另一个指
定装置内。“我夹黄豆练得还可以，每次把这些辛苦的训
练想成是有趣的活动，就很有激情。”林子琪自豪地说。

“好搭档”陪着她勇往直前

“这就是我的‘战友’，它是一台排爆机器人。”说起
自己的，林子琪表示，她的“好搭档”可以完成托举、拖
拽、爬楼梯等技术动作……有了更多高科技装备的运
用，更需要操作手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除了反复实操研究细节，学习各类理论知识也必
不可少。对此，林子琪认真学习物理、化学、电路等知
识，反复练习各类爆炸物拆解。“专业性强，内容枯燥，
但不掌握这些就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排爆手。”林子琪
坚定地说。

除了日常训练处置、转运爆炸物，排爆手还承担重
大活动安检等任务。在执行安检任务时，林子琪发挥
女性细心、认真的特质，除了熟练操作各种仪器，她还
会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仔细检查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再
小的危险物品也不放过。

在某次实战演习中，林子琪团队需要对一件模拟
爆炸物进行转移处理，她熟练操控排爆机器人，仅用时
5分钟将该物处理完毕。

“执行任务时的紧迫感，让我明白平日刻苦训练的
意义，也让我认识到与优秀排爆手之间差距，但我坚信
只要把每次训练当成实战就一定能不断提高。”林子琪
坚定地说。

我省唯一女排爆手林子琪：

身穿70斤排爆服秒夹黄豆

李宁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公益活动，先
后多次到乡镇小学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 （海南省新成监狱供图）

林子琪正在做排爆机器人实操训练。 高凌 摄
李丹正在远程提审。 高凌 摄

周慧娟准备开庭。 （海口中院供图）

“科目全负重跑，距离 200 米，跑！”3 月 6 日 10 时，在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训练场上，林子琪正
身穿 70 斤的排爆服做体能训练。训练结束脱下排爆服时，她已是汗如雨下，清秀的脸上一对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笑容甜美，让人很难把“特警”“排爆手”这些词语和她联系到一起。

今年 25 岁的林子琪，是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六大队的一名排爆队员，也是海南省唯一的女
排爆手。这名“90”后姑娘的日常工作是处置各类涉爆现场、重要会议或大型活动的防爆安检任务
等，时刻迎接未知的危险和意外，已成为她工作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黄君 肖瀚

“宁姐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海南省监狱系统
心理矫治‘巡诊’工作专家。巾帼不让须眉，在工作中她总
是带头处理‘疑难杂症’。”民警杨皓宇对李宁满是敬佩。

民警许瑞鹏告诉记者，李宁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公
益活动，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到金色儿童孤独
症康复训练中心当志愿者，协助监狱驻地的镇政府对有需

要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帮助他们认罪服法，悔过自新，用积极、阳光的心态

处理和应对改造过程中的挫折和矛盾，建立正常完善的人
格，重新回归社会是我的职责。”李宁说，她会一直坚持初
心，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公益事业，都让工作的价值实现最
大化。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有这样一群人，她们可飒可酷，可甜可暖，优雅如她，可爱如她，年轻如花，老去
如诗。她们是法官，是检察官，是公安排爆手，是监狱民警，她们将满腔柔情融入司
法为民的点点滴滴，用女性的细腻与坚韧诠释担当与责任，她们是海南政法队伍里
的铿锵玫瑰。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近日，法治时报记者走进法院、检察院、特警队、监
狱，采访优秀的女干警们，致敬了不起的“她力量”。

3 月 1 日上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官李丹到看守所提审，午饭前回到院
里 又 开 始 翻 看 相 关 案 卷 ，学 习 新 的 法 律 法
规。合理利用时间碎片来学习提升，已成为
李丹的一个习惯。

“ 向 书 本 学 、向 实 践 学 、向 身 边 的 同 事
学。”谈起自己的公诉工作经验及获得“全国
优秀公诉人”等荣誉时，李丹告诉记者，这一
路成长，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包括那些让她终
生难忘的“零经验”。

■本报记者 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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