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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且议

本报通讯员毛燕芳 杜王晨

在临海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胡彪是打
击、破案的一把好手。

“疑难案件就像游戏里一个隐藏的副本，
多用心多动脑，就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通关。”
正是兴趣加勤奋，让他在经办每起案件时，都
会多想一点、多走一步、多问一个“为什么”。

打击破案的“冲锋战将”

作为一线民警，每当有大案要案、急难险
重任务，胡彪总是冲在前。

2019年6月，一个传销团伙以“杀猪盘”方
式在网上实施诈骗，团伙成员有50多人，先后
在广州、东北等地设立诈骗窝点，被害人遍布
全国，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临海市公安局侦
查发现后火速成立专案组，胡彪主动请缨，当
天便带队出发赶往东北，成功抓获多名犯罪
嫌疑人。

“嫌疑人的第一手口供非常重要，可是撬
开这帮‘老江湖’的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由于到案的嫌疑人大多数有前科，加上
前期团伙内部培训过口供话术，突破口供显得
更加艰难。胡彪与嫌疑人斗智斗勇，在同事们
的默契配合下，成功“撬开”了嫌疑人的嘴巴。

刚将嫌疑人从东北带回来，隔天胡彪又
匆匆赶往广州支援。几个月时间里，胡彪与同
事合力突破了数十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口
供，为专案组成功打掉这个诈骗团伙提供了
有力支撑。

多想一点的“热心小伙”

面对犯罪分子，胡彪迎难而上；面对人民
群众，胡彪初心如磐。在他那里，没有比群众

更大的事。正是这样的胡彪，成了群众嘴里的
“热心小伙”。

2021年 8月，市民李某到江南派出所报
案，说有人在他朋友店里买完东西没给钱就
走了，钱不多，只有70元。了解情况后，胡彪并
没有因为案值不高而敷衍了事。他与店主联
系，积极查找联系没付钱的顾客，当天就帮店
主讨回 70元钱。“本来我没抱希望的，没想到
派出所这么重视，特别是接待我的那个小伙
子，非常热心。”店主特地跑到派出所，向胡彪
竖起了大拇指。

本来事情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在和
店主聊天中，胡彪得知来报案的李某竟自称
是“交警”，可是通过报案当天的短暂接触，直
觉告诉他这事有蹊跷。

已养成凡事“多想一点、多走一步”习惯
的胡彪，借案件回访的机会，把李某请到所
里。当胡彪询问李某的身份时，李某自称是古
城交警中队的，并说出交警队的同事名字。但
经过核实，李某并不在交警中队的工作名单中。

最终，李某承认了自己冒充警察的行为。
经过多方调查，胡彪还发现李某存在假借警
察身份在外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最后
李某因为冒充军警人员招摇撞骗，被判处有
期徒刑2年。这个案件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
关注，《天网》栏目组特地对胡彪进行了采访
报道。

关心孩子的“警察叔叔”

“孩子们心智不成熟，容易犯错，我遇到
了就要让他们走正道。”碰到未成年人案件，
胡彪总是特别关注。

2019年6月，当时在小芝派出所工作的胡
彪接到报警：有一帮未成年人，经常在小芝中
心校门口骑着助力车欺负低年级学生。胡彪
到现场处置时，14岁的小杨气焰嚣张，而匆匆
赶来的小杨家长，露出难以管教的表情。

处置完现场，胡彪从家长和学校那里了
解小杨的情况。原来小杨的家庭条件不好，母
亲生病，父母都管不了他。“学校管不了，家长
管不了，我们总不能放任孩子在社会上游荡
犯错。”胡彪希望通过自己“多走一步”，让这
个孩子回到正途。

接触小杨的时候，胡彪一改办案时的严
肃表情，从当下学生最喜欢的游戏话题入手。
慢慢地，小杨放下了心中的戒备，“感觉他就
像我哥哥一样”。最终，小杨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主动交代了偷助力车的事实。2019年
9月，小杨重新办理入学手续，回到了校园。

从警 8年，胡彪表现优异，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多次获
得嘉奖，2021年被评为临海市公安机关“安保
之星”“十佳侦查破案能手”。

胡彪：办案时多问一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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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朱小敏

71岁的周灵峰（化名）大爷一活动
就胸闷，已持续半年，而且情况越来越
严重，连走几步路都觉得喘不上气来。

在台州医院东院区心胸外科，医
生告诉他，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心
脏里的“门”坏了，修理方法就是要手术
换“门”。

如果把心脏比喻为一个套房，它
里面有4个房间，瓣膜就是进入这4个
房间的门。这扇“门”保证了血液的单
向流动。主动脉瓣作为心脏出口的总
阀门，负责控制心脏和身体其他重要
器官之间的血液供应。

由于风湿性疾病、先天畸形和年
老后身体机能退化等原因，主动脉瓣
可能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狭窄病变，
而较为严重的主动脉瓣病变会对人体
产生重要的影响，可导致胸痛、晕厥、
呼吸困难乃至猝死。

听说要换瓣膜，老周和家人犯了
怵。以往心脏手术常规的做法，是通过
正中全胸骨切开进行手术，创口长达
25-30厘米，创伤较大，术后疼痛明显，
患者恢复较慢。

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波了解到

患者的疑虑后，结合患者情况，建议他
进行心脏微创手术，采用胸骨上段切
口入路（“J”形切口），只需要约8厘米皮
肤切口，胸骨部分切开，损伤小，疼痛
轻，恢复快。

与传统手术相比，微创主动脉瓣
置换手术术后恢复更快、住院时间缩
短、切口感染率低，并且有较好的美容
效果。此外，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由
于保留了部分胸骨未切开，因此改善
了术后呼吸功能，减少了全胸骨切开
引起的术后疼痛、较大量失血和相关
的输血，由于保留了部分心包，减少了
粘连，也便于日后再次手术。

手术方案得到了老周和家属的支
持，主刀医生王春国和张波凭借丰富
的心脏手术经验，成功为老周进行了
主动脉瓣置换微创手术。目前，老周已
经康复出院。

台州医院心胸外科是温州医科大
学、台州市重点学科，他们在国内率先
开展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根治术等
手术，多项特色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目前，在心脏外科领域，能常规开
展微创瓣膜病的修复及置换、不停跳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主动脉夹层大血
管置换手术、先天性心脏病的矫治等。

给心脏换“门”，
这种手术切口小一半！

包建永

看完这条新闻，我感到很愤怒。
我愤怒，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居然如此罔顾事实，出尔反尔，一而再，再
而三，要求毫无责任的第三方为自己造成的
不良后果买单；我愤怒，陈师傅的主张毫无
根据，而他的家人不但不劝阻，还跟他一起

“讨说法”，直接上门要钱，要钱不成，便告到
法院。

我不知道，陈师傅及其家人的勇气来自

哪里。农村之事，两家法院相见，往后即使不
结仇，也绝难共话。陈师傅一家人的举动，是
撕破脸皮与老尤家为难。

相比之下，老尤的回应则是满满的人情
味。在确定自己无责时，他资助陈师傅 1000
元；之后，陈师傅家人上门讨要医药费，他又
给了 1.15 万元。但是，陈师傅的家人不知足，
不知适可而止。法院的审理结果，让他们自取
其辱。

做人不能没底线。正常人都能判断的是
非曲直，一旦涉及自身利益，便昧着良心说谎，

不择手段谋利，这样的行为，就是丧失底线。
人一旦没了底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们的思维，他们的逻辑，也变得奇葩起来。
为了5万元医药费，老陈一家人抛弃底线，理
直气壮地去讨钱，理直气壮地去法院“维权”。
如果涉案金额是50万元、500万元，不知道他
们还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我相信，没人愿
意跟这样的人做邻居、做朋友。真心希望陈师
傅一家能自我反省，向老尤赔礼道歉；也希望
陈师傅的邻居、乡亲，一起帮帮这家人，让他
们重新做回正常人吧。

做人不能没底线

本报通讯员李 晴

椒江区人民法院台州湾新区法庭
自去年底成立以来，主动延伸审判职
能，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体现时
代特征、满足群众需求、助力共同富
裕”的新时代服务型人民法庭。

一站式窗口
新区法庭整体入驻台州湾新区矛

盾调处化解中心，并与之协同联动，组
建诉调对接平台，通过“诉前调解+数
字引流+司法确认”，为当事人提供更
加便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

今年 1月，老杨等 20名外来务工
人员因为联系不上老板，拿不到应得
的工资，来到新区矛调中心寻求帮助。
新区法庭与新区矛调中心马上召开协
调会，通力合作，辗转找到老杨所在企
业的负责人，通过线上调解，促成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随即，新区法庭当场对
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

专业化审判
为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椒

江法院将管辖范围内的破产清算案
件、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及破产衍生诉
讼案件，集中交由新区法庭审理。新区
法庭则积极探索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
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日前，某建筑企业因经营不善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经调查，承办法官发
现该企业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普通债
权，但企业名下拥有建筑行业认可度

极高的经营资质。如果直接走破产流
程，由于企业债务问题，经营资质难以
转让，其价值将无法实现。

为此，新区法庭及时召开债权人
会议，征得某建筑企业及债权人同意，
采取灵活处置方式，将经营资质转化
为该企业全资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其
后，该企业全资子公司 100%的股权以
1730万元的价格成交，极大地保护了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数字化赋能
“我现在长期在西班牙，不方便回

来……”近日，新区法庭受理了一起离
婚纠纷案件，但该案被告目前不在国
内。考虑到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被告
回国的时间、经济成本，新区法庭决定
进行在线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
致调解意见。

其后，原被告分别通过“人民法院
在线服务”平台，接收了调解笔录并核
对签字，案件顺利化解。

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便利群众
诉讼，新区法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
前提下，多次采用“云庭审、云调解”方
式化解矛盾纠纷，并对多起案件进行
远程视频庭审，为身在外地或行动不便
的当事人，提供了安全高效的诉讼服务。

同时，新区法庭主动融入“平安新
区”建设大局，充分运用“矛盾大数据”
挖掘风险点，及时与新区党工委沟通，
进一步增强风险隐患识别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司
法智慧和司法保障。

椒江法院台州湾新区法庭——

“三步走”打造服务型人民法庭

本报讯（通讯员刘振清 伍志刚）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日前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继承人名单，温岭市
中医院党委书记李正祥上榜，这是李正祥第二次
登上“国字号”榜单。

2018年，“李正祥名医工作室”入选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为台州市
唯一一家上榜工作室，也是温岭市首家“国字号”
名医工作室。

1985年 8月，李正祥从台州卫校针灸推拿专
业毕业后，分配到温岭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工
作。从医 37年来，他自创了“三步正骨法”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等，从一名中专生成长为
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国家“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学科带头人、浙江省级中医重点专科项目学科
带头人。

李正祥自创的“三步正骨法”，一触叩找准核

心病位，二松筋解除肌筋痉挛，三扳正纠正关节
错位。此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具有定
位准、用功小、疗效好等优势，填补了台州市大推
拿整复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技术空白。

这些年来，李正祥运用“三步正骨法”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还有他发明的被动蹬腿
法治疗腰椎后关节滑膜嵌顿重症技术，在患者中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尤其是他创新的微针刀技
术，在古代九针及现代针刀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以中医经筋和现代筋膜链理论为指导，以浅筋膜
松解为主兼顾深部组织松解，成为一种安全、有
效的新型针灸微创疗法，解除了很多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的病痛。

2017年秋，一患者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痛得
卧床不起。主治医生认为常规治疗有难度，建议
他转院或请外地医生手术治疗。后来患者找到李
正祥。李正祥一方面制订科学详细的治疗方案，
大胆开出重味中药方调理，隔天扎一次小针刀；

一方面叫徒弟李思斌施以推拿、针灸、牵引等手
段。半个月后，患者的痛苦慢慢减轻，1个半月后
基本康复出院。

作为一位理论扎实、技术过硬的学科带头人
和医院领导，李正祥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思
想、临床经验的同时，重视医院的人才梯队建设，积
极开展学术经验的传承培养，帮助年轻医生快速成长。

2014年，温岭市中医院成立“李正祥名医工
作室”，通过师带徒、基层名老中医专家传授等形
式，开展义诊、医疗咨询、专题讲座和“三步七法”
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研究。几年来，工作
室培养了 42名人才和青年骨干。其中，李正祥的
徒弟李思斌较好地继承掌握了老中医药专家的
临床经验与技术专长，入选浙江省基层名中医培
养对象，被聘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李
思斌还同温岭市医学重点学科按摩推拿学后备
学科带头人王海梁，入选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温岭中医李正祥再入“国字号”榜单

本报记者颜敏丹 本报通讯员阮莹心

签完《调解协议书》5年后，当事人反悔了，
将对方诉至临海市人民法院。法院会支持吗？

2016年的一天，村民老尤家拆除老房子
打算建新房。一看拆房子的浩大声势，周边村
民都过来看热闹，这当中便有同村的陈师傅。

这期间，陈师傅跑到了楼上，一不小心，
从老房子高处摔了下来。村民们紧急把陈师
傅送到医院，经诊断，陈师傅胸12椎体压缩性
骨折。

没多久，双方到镇里的调解委员会调解，

老尤和陈师傅都认可，陈师傅是自己没有事
情过来看拆房子，老尤不对他受伤承担法律责
任，只是出于道义，老尤资助陈师傅1000元。

之后，陈师傅的家人上门再次讨要医药
费。老尤想着都是同村人，不想再起纷争，又给
了陈师傅1.15万元。再多，老尤便不愿意给了。

时隔 5年，2021年 4月，陈师傅做完骨折
内固定物取出手术后去做鉴定，结果为人体
损伤九级伤残。70多岁的他觉得委屈，光医药
费就花了5万元，便起诉老尤要求赔偿医药费。

老尤认为当时《调解协议书》已经说得很
清楚，陈师傅看热闹受伤与他无关。陈师傅则

称是过来帮工的，因不识字，调解协议是老尤
骗他签的。

法官接手案件后，联系了当时负责该案
的调解人员，全面了解情况。经审理，法院认
为老尤和陈师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签订调解协议的经过、过程有一定的
认知，且陈师傅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调解协
议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调
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遂判决
驳回了陈师傅的诉讼请求。

陈师傅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台州中院。二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签完协议5年后要求赔偿 法院一审二审均不支持

日前，路桥区路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路南小学，开展“扫黄打非·护苗
2022”专项行动暨“绿书签”进校园活动，为未成年人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通讯员章玲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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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林 霞

近日，家住三门海游街道的郑女
士，匆匆赶到三门县公安局海游派出
所求助。

5月 14日上午 10时 27分，在海游
开店的郑女士忙着转账、汇款等事宜。
由于手速过快，她没看清手机银行跳
出的上下行账户信息，便将 5465元钱
不小心转到了一个仅有一次转账记录
的账户中，可郑女士并不认识账户主
人，也没有对方的联系电话、家庭住址
等信息。

着急的郑女士先跑了趟银行，咨
询后又连忙赶到海游派出所求助。该

所民警郑陈亚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
边详细询问转账的信息，最终确定收
款人为熊某某。在民警帮助下，郑女士
找到了熊某某的联系方式。

“你好，是熊先生吗？我早上有一
笔钱错转给你了，请你转回我的账户
可以吗……”郑女士拨通了对方的电
话。得知对方答应转回，郑女士揪着的
心总算放了下来。到了 11时 26分许，
郑女士的账户收到了这笔错转的钱。

警方提醒市民，汇款转款时一定
要认真查看收款账号，仔细核对收款
人姓名。如因操作失误将钱款转错，需
及时与对方沟通，若对方不肯退还，可
向警方求助，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手速过快，女子一疏忽
错转50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