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岁女孩偷买安眠药，警察敲开家门

2019年冬季的一个傍晚，社区民警敲开了市民陈
先生的门。“你的女儿买了安眠药，你快去看看她怎么
样了。”社区民警的话让陈先生大吃一惊。

陈先生和妻子将信将疑地让女儿打开反锁的房
门，进屋后发现，女儿房间里真的有安眠药，好在孩子
还没有吃下去。夫妻俩向民警一个劲地致谢。他们
不知道，在几十分钟前的网络空间里，有一名女警在
争分夺秒地劝说女儿。这名女警，就是青岛市公安局
网警支队民警牛莎莎。

牛莎莎是“青岛网警巡查执法”的责任民警，她和
同事们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网络空间巡查。事发当天，
牛莎莎发现陈先生的女儿在微博上发布“买了安眠药”
等信息。她立刻点开女孩的微博账号，发现近期发布的
内容，流露出消极、抑郁的情绪。牛莎莎立刻用“青岛

网警巡查执法”的微博账号给对方发去了私信。
牛莎莎回忆，大约30分钟后，女孩终于回复了。和

女孩聊天得知，她当时17岁，在班上学习成绩中等，可父
母要求严格，她感觉压力太大，悄悄购买了安眠药……
牛莎莎不断劝说的同时，另一组同事通知社区民警上门
施救。这样的劝解，牛莎莎和同事们每年都会进行200
多次。“虽然长期战斗在虚拟空间，但我们是警察，挽救
遇险群众的生命，是我们的天职。”牛莎莎说。

线下宣讲40多次，向3.2万多人普及网络安全

和现实生活中相比，网络空间有自己的规律，法
律法规有特殊性，很多市民并不熟悉。为了打通网络
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身为“青岛网警宣讲团”成员
的牛莎莎工作从线上走到了线下。

在她眼中，网络安全教育，特别是关于青少年的
网络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2022年下半年，牛莎莎的朋友发了一条让人哭笑
不得的朋友圈：上幼儿园中班5岁的儿子想吃冰淇淋，
妈妈没有给他买，儿子拿妈妈的手机看动画片时，偷偷
点开购物App，下单买了一台数千元的冰淇淋机。“还
好家长及时发现，和商家好说歹说退了款，但这事儿给
我敲响了警钟。”牛莎莎称，她去宣讲时经常会提到这
个案例，告诉家长尽量不要设置“小额免密支付”，输入
手机、支付软件密码时，一定不能让孩子看见。

牛莎莎的同事们告诉记者，针对社区老年人容易
轻信不实信息、被电信网络诈骗侵害的情况，她通过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向他们介绍网络安全知识，成为社
区大爷大妈眼中的“莎莎闺女”；针对青少年儿童容易
沉溺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的问题，她着重强调其危害
和应对措施，是中小学生口中的“莎莎阿姨”；针对大学
生群体遇到的校园贷、套路贷、网上兼职求职诈骗等网
络安全问题，她进行细致剖析并给出解决方案，成为
名副其实的“莎莎姐姐”。近年来，牛莎莎会同团队成
员先后深入校园、社区等，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
开展系列宣讲活动40多场次，受众达3.2万多人。

第一时间辟谣，她和同事守护网络风清气正

“我们就是网络社会的‘片儿警’，为网民提供帮
助。”牛莎莎称。打击网络谣言、开展辟谣宣传，是牛
莎莎和团队的一项重要任务。2019年7月，一篇题为

《事发青岛！人贩子开车伪装“卖螃蟹”，青岛家长需
警惕》的信息在网上广泛传播，不断有网民向网警巡
查执法账号咨询。网警巡查执法团队迅速会同事发
地公安分局展开调查，确认“人贩子”是一名普通的海
鲜商贩，立刻展开辟谣。虽是虚惊一场，但牛莎莎和
团队的高效率还是让众多网民点赞。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各类信息和线索，牛莎莎和
团队成员在网上不间断、全天候地反复巡查、研判分析，
及时处置各类有害信息，维护互联网的清朗有序、提升网
友的安全感。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通向现场的路没那么好走”

2022年 7月，法医科班出身的张力丹经过派出所
基层历练，被调入崂山分局刑侦大队，成为一名法医。

“念中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关于法医的电视剧，高
考之后，我填报了法医专业的志愿。”张力丹回忆，一
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刑侦大队里，女法医也要
值夜班，半夜就要起床赶赴现场勘验；但通向现场的
道路，往往充满了坎坷。

2022 年夏天，张力丹接到任务，要去海边勘验。
勘验地点在海边一片乱石滩上，张力丹和同事们要先
踩着土路，再踏着海边的乱石才能抵达，虽然离下车的
地点只有100多米，但张力丹每一脚踩下去，都得使劲

再踩一踩，以免石块晃动。“通向现场的路没那么好走，
到了现场，要注意的更多。”张力丹感慨地说。

“我大学是学法医的，现场的工作也会有很多同
事一起，我不害怕。”张力丹称，虽然如此，工作时间稍
微一久，离奇古怪的现场也逐渐多了起来，她越干越
谨慎：有时候，要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场里勘验；有时
候，检验对象因各类事故残缺不完整；有时候，还要面
对可能导致疾病感染的职业暴露……尽管如此，张力
丹在前辈的鼓励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半年多时间内，
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法医。

抽丝剥茧，守护证据链关键一环

刑警侦办案件，是从千丝万缕中寻找证据。当其他

民警在忙着排查社会关系或走访周围人员时，法医往往
在和很少被人注意到的证据、甚至是遗体上的微量物证
打交道。然而，就是这些看不见的微量物证，往往会成
为证据链上的关键一环，甚至是侦办案件的突破口。

2022年底，张力丹和同事们进行过一次特殊的检
验：一辆轿车在浮山后的一处路口拐弯时，将一名老
汉撞倒在地。老人觉得伤势不重，自己爬了起来，并
未要求追究司机责任，还去市场买了菜。第三天一
早，家属发现老人躺在床上怎么叫也叫不醒，赶紧送
医抢救，可老人已不幸离世。

家属怀疑，老人的去世和当时的车祸有关；但老
人年事已高，当时戴着心脏起搏器。确认老人去世原
因的重任，落在张力丹和同事的身上。

经过厂家检验，起搏器工作一切正常；他们查看
了 X光片，确认老人没有骨折，老人的颅内也没有损
伤；经过张力丹和同事连续两次检验，最终确认老人
的去世果然还是与车祸有关。车祸后，组织受损游离
脂肪滴进入了老人肺部，导致去世。

职责和使命，她牢记在心

医生、护士、教师、办公室白领……都是女孩喜欢
的职业，但张力丹毅然选择了穿上警服，走上勘验第
一线，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现场。她承担了难以想象的
艰辛，但她毫不退缩——身为法医，她的到场，能给同
事们带来破案的曙光。

“事莫大于人命，罪大莫于死刑，杀人者抵法故无
恕，施刑失当心则难安，故成指定狱全凭死伤检验。”

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中
的这段话，一直被张力丹记在心里。

“自古以来法医就是刑侦破案的重要一环。”张力
丹坦言，为逝者言，为生者权，是法医的信条，更是职
责和使命。披上白大褂，她和同事们就会时刻记住，
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在为真相和正义发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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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医院B1层守护正义寻找真相
三八节前夕，记者跟访公安一线守护证据链关键一环的女法医张力丹

巾帼奋斗者

5岁男童偷偷下单网购冰淇淋机
记者跟访青岛网警“莎莎阿姨”：网安宣讲，就是不能让这种事重演

她 是 一
名警察，惩恶
扬善，打击违
法犯罪，是她
的天职；她也
是一名医生，
熟知器官、骨
骼、肌肉各种
医 学 知 识 。
她的身影，经
常 出 现 在 医
院B1层的检验中心。没错，她是法医张
力丹。“从小就想当法医。”张力丹说，当
梦想实现后，她却体会到了不一样的艰
辛，也体会到了守护正义和真相的无上
光荣。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青岛
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刑侦大队，听法医张
力丹讲述了她的故事。

提 到 网
络警察，很多
人会想起他们
坐在电脑屏幕
前，和网络空
间里的违法犯
罪嫌疑人斗智
斗勇的样子。
这是他们的一
项重要工作，
但不是他们的
全部。网络警察，这个名字的前半部分，让
他们的工作有鲜明特点；这个名字的后半部
分，让他们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和网友，从线
上走到线下。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进青
岛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听女网警牛莎莎
讲述了她的故事。

法医张力丹在检验中心法医张力丹在检验中心。。 刘卓毅刘卓毅 摄摄

青岛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民警牛莎莎在向学生们青岛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民警牛莎莎在向学生们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刘卓毅刘卓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