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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已入冬，“雨城”雅安迎来阳光灿烂。四川
省雅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驻扎的小楼里，
同事轻轻推开综合大队办公室的门，仔细拂去
大队长贾世忠座位上的灰尘。座位已经空了一
个多月，一身没来得及穿上的警礼服静静地挂
在衣架上。9 月 25 日，37 岁的贾世忠完成最后
一班 24 小时警务值守后，再没能回到这里。如
今，他躺在雅安市人民医院的 ICU 病房里，戴
着呼吸机与脑瘤做着生死较量。
　　一个多月以来，亲人和同事不断祈祷，呼唤
至爱回家，呼唤战友归队……

业务精湛

他是四川生物多样性的“守门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森林警察这个职业
稍显陌生。他们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频率不高，
但他们守护的生态安全却与人们息息相关。
　　盗猎濒危野生动物、盗伐林木……每当这
些犯罪发生，便是森林警察出手的时候。然而这
类犯罪往往发生在山高路远的偏远林区，隐蔽
性极强，非常考验办案者能力。
　　四川生态资源丰富，是全球 36 个生物多
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贾世忠的家乡雅安则
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占比最高、山系
最全、县份最多的市（州）。在这里担任森林警
察，要肩负更大的责任。
　　从警 13 年，贾世忠当了 5 年森林警察，记
者曾多次在采访中遇到他。身材高大、笑声爽
朗、讲起案件两眼放光……他给人的感觉既朴
实又骁勇。
　　他曾告诉记者，当森林警察的 5 年是他最
有成就感的时期。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四川成
功破获了多起部督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件。在四川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的同事看来，
这份成绩单背后的雅安森警支队是中流砥柱，
贾世忠更功不可没。因工作出色，他 4 次荣记
个人三等功，2021 年被公安部评为“昆仑”行
动先进个人，还多次担任教官向各地森警传授
办案经验。在同事眼中，他是“为办案而生的
人”。
　　“老贾过去是缉毒警察，他 2017 年加入我
们支队，带来了全新的办案思维。”森警支队副
支队长余奕虽是贾世忠的上级，却从不隐藏对
他的敬佩。“他是在用缉毒的思路和魄力办森警
案件！”
　　支队政委骆志强是贾世忠业务上的师傅，
谈起 2020 年和贾世忠共同办理的一起特大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他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正值隆冬，贾世忠深夜带队紧跟嫌疑
人车辆，在雅安天全县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举
拿下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了 3 只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熊猫。随后他们又连夜长途
奔袭 300 多公里到绵阳江油市，突袭捣毁了一
个转卖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的
窝点。
　　这起案件共查获川金丝猴 18 只，小熊猫
17 只，彻底摧毁了一个涉及全国多地集盗猎、
运输、销售、“洗白”为一体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产业链。该案件也是四川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破获的涉及保护级别最高、数量最多的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
　　“在派出所讯问结束，吃完晚饭已经是 20
点左右，我们开始驾车返回。一路都在堵车，因
为嫌疑人在车上，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到雅安的
时候已经是 12 月 5 日早上 7 点，连续奋战三
天两夜，我的头皮发麻，已经两个通宵没有睡觉
了，躺下时两只耳朵嗡嗡响。”这段记录写在

“12·3 ”案主要嫌疑人归案后，是老贾的工作
常态。
　　“12·3”案告破后，老贾仍未松手，根据一
条线索，他又啃下另一块“硬骨头”——— 部督

“1·18”案。
　　这起案件中涉及的上市公司曾是雅安森警
多年的遗憾。多年前，雅安森警支队的前身———
雅安市森林公安局在办理一起案件中就发现了
这家公司的犯罪行为，却苦于证据等原因无法
将其绳之以法。这一次，这家公司再度进入贾世
忠的视野。
　　通过缜密侦查，这家公司的罪行逐渐清
晰——— 他们长期收购从野外非法猎捕的野生猕
猴，“洗白”后转卖给有实验用猴需求机构，作案
手段极其隐秘，时任公司董事长王某某反侦察
意识极强。在审讯阶段，王某某向贾世忠提出只
要为其办理取保候审，就让人送去 100 万元现
金，还称能解决贾世忠的提拔晋升，这一切，都
被贾世忠严厉拒绝。
　　最终这起案件查清非法交易猕猴 230 只，
是四川警方查获的涉案猕猴数量最多的一起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王某某也将承担严
重的刑事责任。
　　在另一起部督“5·28”案中，贾世忠作为专
案组中坚力量，经过全案的线索经营和研判，顺

利突破该案幕后公职人员“保护伞”，全案查
实非法交易小熊猫 300 多只，向某直辖市纪
委监委移送涉案公职人员 5 人。
　　“他看上去五大三粗，其实心如绣花针。
很多年轻民警办案容易犯过分依赖技术的错
误，他却把技术运用和传统的走访研判结合
得很好。”骆志强说。
　　贾世忠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中国地图
和四川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做着记
号。骆志强说，这些记号代表着贾世忠办理
案件涉及的人员分布。从这些记号中不难
窥见过去 3 年贾世忠每年出差 200 多天，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的风尘仆仆。许多
次深夜奇袭，突击审讯，通宵达旦……在与
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的迂回中，专案组一
次次固定下关键证据。

敬业忘我

将森警事业视为生命

　　贾世忠病倒前其实已有征兆。骆志强回
忆，9 月 22 日，他们一起前往成都铁路运输
检察院沟通案件情况，当天在检察院食堂吃
饭时，贾世忠就出现了吞咽困难。只是那段时
间，贾世忠兼任雅安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副
指挥长，手中一个重大案件也即将起诉，他一
直无暇去医院检查。
　　 9 月 25 日 8 点半，他在雅安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完成了最后一班 24 小时值守后才
前往医院，核磁共振发现脑部情况异常，后转
至成都治疗。

　　 9 月 28 日，他坐在轮椅上，依然牵挂着
案件，在电话里用沙哑的声音叮嘱同事“线索
要继续紧盯，不能松手”。之后，他病情急剧恶
化不能再开口说话，但他依然在微信里安排
着案件后续跟进工作。
　　 10 月 10 日，记者在微信上向他请教一
个专业问题，他耐心回复，只字未提病情。
　　 10 月 12 日，他在开颅取样前默默安慰
着担心他的妻子和同事。
　　 10 月 17 日，他被确诊为小脑弥漫性中
线胶质瘤，情况危急。
　　“刚来医院的时候他还能勉强走几步，后
来就是坐轮椅、躺着被推进 ICU。”妻子李丽
婷强忍着哽咽，轻声讲述着丈夫的病情。
　　妻子和女儿是贾世忠最珍视的人，也是
他亏欠最多的人。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写满
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幸福，也偶尔透露出错过
一个个家人重要时刻的遗憾。
　　开颅手术前，他给余奕发去他们的一张
合影，附言“盼来日再携手”。
　　 2020 年 7 月，一个案件收网在即，雅安
警方派出三个抓捕小组，余奕所在的凉山州
雷波组情况突变，向已完成任务的贾世忠小
组请求支援。熬了两个通宵的贾世忠立刻和
同事黄茂峻星夜兼程 200 多公里，冒着暴
雨、塌方奔向战友，圆满完成抓捕任务后，三
人在雷波县公安局门口合影留念，满面
笑容。
　　“老贾是永远冲在最前面的人。”余奕说。
无论是他还是政治部民警黄茂峻、石棉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彭庆博……每个人谈起
贾世忠，都感念他的重情重义。
　　 2018 年，支队到宜宾抓捕一名犯罪嫌
疑人，当时黄茂峻的孩子还不满百天，贾世忠
向组织反映情况，自己主动承担了任务，那天
面对危急情况，他凭一己之力制服了两名嫌
疑人。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他的小女儿即将
出生。

心怀群众

践行从警初心使命

　　搜寻脑海里关于贾世忠的记忆，记者总
想起在雅安市碧峰峡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
一幕。
　　那是采访“12·3”案时，他带着记者去看
解救回川的涉案野生动物。对着川金丝猴，他
讲起惊心动魄的解救过程，还如数家珍地介
绍起谁是猴王、谁的性格如何。
　　那天他动情地说：“被猎捕、转卖的野生
动物不会讲话，被猎捕之后受尽折磨惊吓，背
井离乡很可怜，我得带它们回家。”
　　“9·5”泸定地震发生后，甘孜州泸定县
得妥镇、雅安市石棉县草科乡受灾严重，那一
带正是小熊猫栖息地，他很担忧，曾发信息邀
请记者一起去看看。
　　他有着很强的共情能力和一颗同理心，
对动物和生态环境尚且如此，对人更甚。
　　黄茂峻对 2017 年他和贾世忠办理的一
起盗伐林木的行政案件印象深刻。违法人员
是位山村老农，对法律规定一无所知。看到他

家徒四壁，俩人都有些于心不忍。依法做出处
罚后，贾世忠拉着黄茂峻去了市场，他们自掏
腰包买了许多米面油，价钱甚至超过了罚款，
把东西送到老农家中，叮嘱之余，老农一家除
了道谢，更感动地转头偷偷抹泪。
　　还有多次抓捕行动中，了解到嫌疑人家
中有未成年子女，他都想方设法避开孩
子……
　　“我在那家馆子当过墩子（饭馆配菜
师——— 编者注），我切菜的手艺好得很！”一次
记者和贾世忠经过雅安市区的一家小饭馆，
他突然说道。那时，记者只把这句话当成了
说笑。
　　他病倒后，记者开始从他的日记、亲友的
讲述中更深地了解这位采访对象，恍然大
悟——— 原来那个憨厚的警察，身上竟藏着那
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他来自雅安名山区的一户农家，高考时
曾因交通不畅、信息闭塞错过了四川警察学
院提前录取批次的测试、政审。高中和大学时
代，他勤工俭学，当过泥瓦匠、保安、墩子……
大学毕业后，他主动奔赴凉山州普格县，当过
一所职业技术学校老师。他在招警考试中成
绩优秀，在每个岗位上都干出了一番成绩，他
一直觉得自己不是警校科班出身，因此比他
人更加努力……
　　在得知这一切之后，记者突然明白那些
韧性十足和古道热肠从何而来。
　　 2008 年，当贾世忠以优异成绩考入雅
安市汉源县公安局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副对
联：师教家教今终成正果，报国报家将鞠躬尽
瘁。横批：前程似锦。
　　从警 13 年，他先后在看守所、办公室、
石棉县公安局禁毒缉毒大队、森警支队多个
岗位历练。在领导眼里，他乐于钻研学习、综
合协调能力很强，是悉心培养的好苗子。但他
一直告诉同事，当警察最大的乐趣就是办好
案子，能将罪犯绳之以法就有成就感。
　　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一开始我也认为，不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我也关注、研究过如何能成为一名

‘将军’，但是历经 11 年工作后我不这样认
为了。一名警察公务员，就是要对自己的事业
兢兢业业，忠于法律，除暴安良，真正做到为
民办实事，真正心系老百姓。”
　　 10 月 22 日是贾世忠 38 岁的生日，虽
然生命垂危，但他尚有意识，在 ICU 病房里，
他用手指划出“回家”的手势。
　　 10 月 26 日，他被转运回雅安市人民医
院继续救治。
　　他曾在日记里写道：
　　“据说，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76 岁，
按这样推算，还有一半的生命周期。剩下的生
命里，我将继续努力干好自己的事业，继续耕
耘好自己的家庭，陪伴好家里的每一个人。”
　　今年“9·5”泸定地震后，贾世忠还说自
己作为曾经在石棉长期工作的民警，愿意回
去支援灾后重建……
　　身边的人都盼着，他不要“食言”，盼着他
再穿上警服，大声告诉战友———
　　“警号 087633，平安归队！”
          (本报记者吴光于)

呼叫警号 0 8 7 6 3 3 ！我们都在等你……

　　什么是量子力学？最近有什么热门的国漫
吗？我想看看你的大学校园什么样……一群身
在囹圄的少年们在信中写下这些天马行空的
问题。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评估矫治中心副
主任蒋小霞将信一封封读完，认真封好。她隐
约感到，在信中，这些“问题少年”，有了不一样
的求知和表达欲。
　　“穿越”高墙，这批来信被送到杭州师范大
学心理系教授杨群的案头。140 多封信厚厚一
叠，让她吃了一惊。经过她和学生们的分类、分
析、分发，原本的无主信件“找”到了 60 多位收
件人。这些大部分出生于 2000 年以后的在校
大学生，几乎也是第一次尝试用纸笔，与陌生
人对话。
　　今年 5 月起，特殊的通信，在浙江省未管
所服刑的未成年人与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们
之间展开。从尝试开始，同龄人之间的书信往
来，一直在延续……

提 笔

　　在浙江省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犯，每周都
会至少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教育。
　　疫情发生以来，监狱、拘留所等羁押监管
场所的运行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的线下
探视改为在线会见，社会力量进入监房帮教的
频率不同程度减少……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在封闭的监舍里完成
改造，对未成年犯来说，与外界联系更是不能
缺少的阳光雨露。”蒋小霞和同事们一直想为
这群孩子创造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在求助于杭师大心理系专业老师的过程
中，蒋小霞结识了杨群。每周三，杨老师都会在
本科生中开设一门“犯罪心理学”的课程。
2015 年，她开始组织学生们参与拘留所等地
羁押人员的心理辅导实践。
　　“要不还是写信吧。”杨群说，“从心理学层

面也比较接近叙事疗法这样的引导方式。”
　　方法可行，但对适应了即时通信的年轻人
来说太过传统，双方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氛
围、成长环境、学识水平。有多少人愿意参加？
他们能融洽对话吗？
　　对未成年犯来说，写信并不陌生。给家人
给朋友，有的人不愿写，觉得是形式应付应付；
有的写了也很难得到回应。
　　但这次，孩子们的积极性却让未管所的管
教民警们始料未及。短短两天，两个未成年犯
管区收到了 140 多封信。
　　“我记得上初中时，老家来过一批支教的
大学生，可能和你们一样，充满活力什么都懂，
我羡慕极了。”
　　“现在 00 后有比较火的明星吗？请你有空
告诉我，很有幸成为你的笔友。”
　　“其实我很向往大学生活，但世上没有后
悔药，自己做错了事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有时会忘记他们
是一群因为犯错而失去自由的孩子；有时又会
为他们的忏悔揪心。”蒋小霞说，原本她和同事
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不合适的表达，可能需要
调整修改。
　　“但从每一封信中，我们都读到了他们真
实的心声，所以哪怕是对活动的质疑、负面的
情绪，我们觉得都要尊重他们写的每一句话，
没有卡住任何一封信。”
　　“人都有被认真倾听的渴望。”项目发起者
之一、杭州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
所副主任胡治国说，当一个曾经身处边缘的“问
题少年”，可能被一个近乎同龄的大学生，用一

种平等、共情、价值中立的方式倾听，“我想这
可能就是他们愿意提笔倾诉的内在动力。”

碰 撞

　　当杨群收到首批 140 多封信后，她和学
生们既惊讶又有些小小的犯难，原本回信只
作为课程内部的实践，现在需要寻找更多的
收信人。
　　杭师大心理系成立于 2000 年，目前每
年本科招收两个班，共有本科学生 240 多
名。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基础教育阶段的心
理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心理咨询等相关
工作。
　　“2019 年前后，我们心理系成立了‘青
心’社会组织，主要是教师带领学生面向社
会进行心理方面的志愿服务、团体辅导等。”
杨群说，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动，这一活动按
照一位学生回两封信的模式开始运行。
　　 2020 级心理系本科生徐珺是最早的拆
信人之一。拆信前，她和同学们有过小小的
担忧：比如信里会不会有很多刁钻的问题，
充满对生活社会负面灰暗的内容。
　　“但他们的想法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徐珺说，“既有很自卑的求助、沉重的悔过、
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和我们一样对动漫、运
动的热爱，对时事的关心，有一封信还从自
身的诈骗罪行经历，提醒我们大学生不要轻
信诈骗套路，等等。”
　　“青心”负责人郑璐怡曾多次参加线下
心理志愿服务。“相比于面对面交流，写信更

能让他们放下戒备，自由真实地表达。真心
换真心，我们的回信也一样。”
　　几位负责人将信件按照内容分类，比如
大学生活、时事政治、个人爱好、心理求助
等，安排最合适的同学进行回复。
　　有人连夜研究起如何解释量子力学，写
了长长的回信；有人第二天一早就跑去冲印
了校园照片；有人为马上要过生日的笔友画
了一只蛋糕……
　　“初心是想帮扶他们。”杨群说，“但年轻
人之间的对话很快就变得真诚而平等。”
　　徐珺说，心理系的学生时常会感觉自己
的专业有点空。“研究人心，人心莫测。”但这
一次却让她和同学们感受到作为心理学人
的社会责任感。
　　“一开始写信，没有想过他们真的会把
我们的信当一回事。”正在未管所十一管区
服刑的严轶（化名）说，漫长的刑期一度让他
自暴自弃，“现在，我打算加入未管所的育新
艺术团，认真学好一门乐器。”
　　“记住那些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要努
力，与其用泪水忏悔昨天，不如用行动改变
明天……”他收到的回信上如是写道。

共 振

　　“一边是在风浪中误入歧途的孩子，一
边是大部分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杭师大
心理系党支部书记傅亚强说，“但这并不意
味着单方面的施惠，这种交流一定是双向受
益的，也正因为双向受益，才能一直延续下

去。”
　　从今年 5 月至今，双方的信件往来已有
5 批，共 400 多封，目前已经形成一对一的
结对笔友模式。
　　“一开始更像是仰视的姿态求援，写了几
封后，他们越发愿意表达自我的喜好、个性。”
2021 级心理系本科生王潇雨说，“仿佛从一
个自卑的求助者，变成了平等的交流者。”
　　“剖析这些未成年犯的案例，根源都是
各种关系出现了问题。”浙江省未管所副所
长郭益大说，自我意识强，成长于数字时代，
让他们对如何建立稳固、正向的关系陌生、
抗拒，“希望通过这样的通信补上这一课。”
　　胡治国说，心理学研究者需要了解不同
人群的发展经历，培养自己的经验和包容
心；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孩子也能从“问题少
年”曲折的经历中，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家庭
关系、同伴关系。
　　“效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胡治国
说：“通信对孩子们的改变证明，人性的光辉
面需要被展示和关注，正向的力量是可以快
速发展的。未来随着信件的积累，对理论研
究而言，也很具有文本分析、定量分析的价
值。”
　　几位老师都认为，通信活动一定会坚持
下去，未来还会考虑让通信双方同读一本
书、同看一部电影等。
　　郭益大说，未来希望把活动从无主题交
流变成更有目标的引导：创造共同话题进行
心理疗愈，用新的知识推动继续学习。
　　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汤序喜认
为，监狱管理是刑事司法的末端，也是社会
治理的前端，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不能
将他们与社会生活隔离开，“要充分利用社
会力量帮扶，唤起迷途少年内心的自信、自
尊。内心的火烧起来了，走出高墙，他们才会
是一把不灭的火炬。”(本报记者吴帅帅)

穿 越 高 墙 的 心 灵 交 点

  ▲ 2021 年 1 月 25 日，贾世忠（右二）在安徽省铜陵市动物园调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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