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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6月 26日是国际禁毒日。众所周知，毒品是人类的公敌。毒品不
仅严重摧残人类身心健康，还会助长暴力犯罪，危害社会稳定。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参与配合地方严
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毒品问题，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
护人民美好生活，是人民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我国东南沿海地域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容易成为毒品加工、制
造、贩卖的通道。在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的同时，新型毒品犯罪严重性、
隐蔽性、复杂性更为明显。武警广东总队参与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时，
官兵们时刻经历着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在第33个国际禁毒日来临
之际，我们采撷了一组来自缉毒一线的故事。

南国六月，蝉声噪噪。深圳罗芳山
脚军营里一棵大榕树下，两名战士正在
给史宾格犬尔杰冲水、刷毛、修指甲。
这只犬闭目养神，悠然惬意。

黑白相间的皮毛，紧贴颈项的长垂
耳，尔杰和一般的宠物犬别无二样，但
它却是一只了不起的缉毒犬，是缉毒战
线的明星犬。

负责照顾缉毒犬的列兵郑子豪向
记者讲了很多尔杰的战斗故事。

2015年，部队参与深圳某地一栋居
民楼缉毒行动。官兵配合公安干警在
11楼将毒贩抓获后，随警作战的尔杰分
别在马桶水槽、煤气罐底部、电视机机
顶盒夹层搜出330多克冰毒。

队伍押解两名毒贩准备离开，刚到
楼梯转角处，尔杰突然又变得兴奋。它
没往下走，而是向楼上蹿去。当时的训
导员麦锦祥感到，尔杰如此兴奋，楼上
肯定有问题。于是放开犬绳，跟随它来
到12楼的某户门口。

该户门锁已生锈，还有蜘蛛网。物
业登记显示，住户已搬离 1年，此后一直
没人入住。尔杰兴奋地狂吠、挠门，警
方最终决定破门一探究竟。破门后，在
尔杰的带领下，大家来到靠近阳台的一
间小杂物房。扒开层层杂物后，现场查
获冰毒19.3公斤。

审讯后毒贩供认，这里是他们的
仓库，他们每次通过攀爬阳台的方式

取货，自认为这里是绝对安全的藏毒
地点，不想却被一只外表憨憨的缉毒
犬侦破。

2016年 1月，尔杰服役期满。退出
现役队伍的它，仍然对缉毒工作热情不
减。每每中队有抓获走私、偷渡嫌疑
人，它都会过来“巡查”一番。

2017年夏，中队抓捕一伙走私嫌疑
人。正在清点货物时，前来“巡查”的尔
杰突然对一名黑衣男子狂吠不止。当
时的训导员王富立即上报中队。中队
对该男子采取单独隔离和约束措施。
果然，不到两小时，这名“瘾君子”原形
毕露，并伴有严重暴力倾向。

执行亚运会安保任务期间 3次准确
识别测试组藏在垃圾桶、饭盒等地方的
毒品，“雷霆扫毒”行动中搜获藏毒点 12
处，一次缉毒行动在下水道搜获冰毒一
包……尔杰的骄人战绩，警犬班的战士
们人人都能说上几段。

“它们是战斗犬，更是亲密可靠的战
友，我们从来不称它们‘狗’！”警犬班的
战士们像对亲密战友一样对待缉毒犬，
对退役的警犬也一样，以此表达敬意。
“老兵”不老，常青的是精神。退役

的尔杰依旧活跃在训练场上，经常与它
的“接班人”龙啸杰一起训练。如今，龙
啸杰已成为颇有名气的缉毒小能手，多
次接受公安机关邀请，参与缉毒、缉私
行动20余次。

兵有兵的果敢，犬有犬的敏锐，协同
作战才能形成更高效的体系防御和打
击。记者了解到，拥有缉毒、搜爆、护卫
等多种警犬的武警广东总队执勤三支队
十中队，已将自身的优势和形势任务需
求有效结合，形成了“人防、技防、物防、
犬防”的“四位一体”勤务管控模式。近5
年来，该中队参与破获走私、偷渡案件12
起，抓获涉案人员31名、涉毒人员4名。

（图片由廖键摄）

武警广东总队执勤三支队十中队缉毒犬尔杰—

嗅觉敏锐的“无言战友”
■黄定龙 廖 键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善打硬仗的缉毒先锋
—武警广东总队官兵参与执行打击毒品犯罪任务的感人故事

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交通顺畅、通
信发达，是福建和广东的道路交通要
塞，境内的公安检查站成为遏制毒品流
动的重要卡点。

临近端午，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
官兵们又接到执行高速设卡警戒任务，
排长林杰组织战友们开展针对性训练，
提前与一起执行任务的公安干警协同
配合。回顾这些年的任务经历，林杰和
战友们曾留下许多“惊险一刻”。
“总感觉这辆车有问题。”去年 9月

的一天，在此执勤的排长林杰见一辆黑
色小轿车驶来，上前示意车辆靠边接受
检查。此时，副驾驶座位上的一名男子

慌忙戴上墨镜，这一举动引起了林杰的
警觉。
“全体注意，加强警戒，铺设拒

马。”林杰果断发出命令，一旁待命的
官兵立刻进入战斗状态。两名战士持
枪向车身靠近，其他官兵迅速对车辆
形成包围。
“同志，请熄火停车，下车接受检

查！”车上两名男子经过短暂调整，没了
刚才的紧张，神情自若接受检查。
“副驾驶座上的乘客精神萎靡、两

眼无神，有明显的黑眼圈，符合吸毒人
员特征，我觉得有必要重点检查。”林杰
向执勤干警提出建议。原来，他发现副

驾驶座的男子与“瘾君子”特征比较符
合。虽然乘客戴着墨镜，但从侧面仔细
观察，林杰还是察觉出了异样。

林杰协助公安干警一起搜查可疑车
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难道是判断有
误？正当林杰感到困惑时，后备箱的干
粉灭火器引起了他的注意。“同志，这个
灭火器能不能用啊，要是坏了，万一遇到
什么情况，可就危险了，我帮你检查一下
吧。”拿起灭火器，林杰发现了蹊跷——
灭火器上有明显被拉开过的裂痕。拔下
保险插销，拉出喷管，他朝一旁的空地喷
射，连按几下都没有反应。
“发现一个可疑灭火器！”林杰立刻

向公安干警通报。经公安机关检查，果
然发现灭火器内暗藏冰毒。随后进行
的尿检，也证实车上两名男子均为吸毒
人员。

铁证如山，两名嫌疑人对运毒、吸
毒的事实供认不讳。

高度精准的“第六感”来自艰苦卓

绝的努力。入伍后，林杰面对高难度的
训练课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练就
了一身本领，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
赛中摘金夺银。
“参与任务多了，得想办法打一仗

进一步。”为了练就过硬的缉毒本领，林
杰买来《犯罪心理学》《缉毒案例剖析》
等相关书籍资料研读，向一起执行任务
的公安干警请教，甚至利用休息时间到
公安局学习毒品辨别，研究毒贩的心理
和表情变化。“付出更多努力，就能多抓
毒贩，保护人民美好生活。”因表现突
出，林杰荣立三等功1次。

据了解，该支队针对经常担负警戒
设卡任务的实际，组织专勤专训，按照
“一线精，二线强，三线快速增援”的原
则编配执勤力量，定期邀请驻地公安部
门专家授课，将犯罪分子运输藏匿毒品
的各种方法介绍给官兵，提升官兵一线
执勤能力。

（图片由杨伟刚摄）

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排长林杰—

火眼金睛的“特战排长”
■黄定龙 贺旭勇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

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尺度。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的深入推进，各级要组织官兵深入学

习民法典，充分认识实施颁布民法典

的重大意义，以此推动治军方式根本

性转变取得新突破。

学习贯彻民法典，让民法典走到

官兵身边，走进官兵心里。各级要坚

决落实“切实实施民法典”重要指示，

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

“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

采取编发教育提纲、组织专家宣讲、开

辟学习专栏等形式，宣传普及民法典

的现代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引导部

队官兵切实领悟民法典中蕴含的“中

国特色”“民族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充分发挥民法典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规范部队和

官兵民事活动行为。民法典是“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关系到每个公民

包括军人军属的社会生活，是全体社

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要把学

习贯彻民法典作为加强军队法治建

设的重要契机和突破口，系统梳理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装备物资采购

等领域的军事经济合同风险隐患，清

理排查随意减损官兵合法权益的问

题，规范军内民事行为和军事经济活

动，保障官兵人身和财产的合法权

益，提升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

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

能力水平。

充分发挥军事司法机关职能，把

民法典贯彻到具体司法活动中。大

力推开军内民事诉讼，深化军事行政

审判试点，拓展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受

案范围，运用民法典调节矛盾、化解

纠纷、防控风险，依法保护官兵基本

民事权益，突出保护英烈纪念设施、

军事设施、军用土地等不受侵犯。全

面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深入

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等规

定，在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军事法律顾

问队伍，为党委首长决策和部队行动

提供法律咨询保障；建立军队单位购

买社会法律服务制度，引进地方优质

法律资源为军人军属提供服务。着

眼解决实际问题，推出更多暖心惠兵

法律服务“产品”，增强军人军属幸福

感、获得感，让广大官兵凝心聚力备

战打仗。

（作者单位：解放军杭州军事法院）

认真学习贯彻民法典
■宁志坚

连日来，正

在皖东驻训的第

71集团军某旅

开展“百日安全”

活动，通过理论

学习、知识竞赛、

讨 论 交 流 等 方

式，引导官兵强

化安全意识，培

塑形成良好的安

全文化氛围。

安冒友摄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正当

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

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

当的民事责任。

解读：官兵本人或遇到他人遭受
不法侵害时，可以依法实施正当防卫，
但现实中因正当防卫反被要求承担民
事责任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甚至酿
成军地纠纷。民法典与刑法规定相衔
接，明确了正当防卫行为依法不承担
民事责任，弘扬了“法不能向不法让
步”的社会正气。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

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

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

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解读：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更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实中，因见义勇为自己受到伤害，却
求偿不得的现象依然存在。民法典积
极回应“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呼
声，明确了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求偿权，
有利于鼓励民众积极见义勇为。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解读：现实生活中，由于实施自愿
救助行为反遭索赔、追责甚至“碰瓷”，
让心存善念者对需要救助的人避而远

之，“救不救”“扶不扶”有时会成为一
个两难选择，社会呼唤良法的出现。
民法典确立了紧急救助免责制度，为
社会正气撑腰。当然，实施救助行为
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因盲目救助造
成更大的损害。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

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解读：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
展，出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戏说”
“歪曲”英烈形象的事件，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民法典进一步确认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规定，明确
了此类案件的民事责任，从更高层面上
加大了对英雄烈士依法保护的力度。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 人格权

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

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

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解读：民法典的最大亮点是人格
权的独立成编，不但弥补了传统民法
“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强化了对人
格尊严的维护，同时也回应了人格权
保护在网络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
战。民法典确立了独立的人格权请求
权，使得以往只能依靠侵权诉讼获得
保护的人格权，可以单独提起人格权
请求权诉讼，从而获得更为广泛和有
力的保护。

民法典解读①

让民法典走进官兵心中
■彭 刚

法治讲堂

编者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
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军队和官兵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自觉做
到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

从本期开始，本版邀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司法工作系专家对民法典内
容进行系列深入解读，让民法典走进广大官兵心中，引导官兵养成自觉守法的
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能力。本期我们选取与官兵
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部分法条进行解读。

“感谢部队和驻地法律援助工作站
派出的法律援助小组，帮助我家里解决
了涉法问题……”前不久，第 74集团军
某旅战士小覃得知家里的宅基地纠纷
得到解决，心里如释重负。

今年年初，小覃家修建新房时，与
邻居因宅基地划分而发生纠纷，家中围
墙被对方推倒，财产受到损失，家人多
次与邻居协商没有得到解决。小覃将
情况向连队指导员汪路报告后，汪路随
即通过法律咨询热线与驻地司法机关
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请求法律援助。
工作站的律师了解情况后，建议小覃家
向当地人武部寻求帮助，然后分析案

情、收集证据，准备有关诉讼材料。在
旅保卫科、当地人武部、法律援助工作
站和村委会等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邻居主动修复了小覃家的围
墙，并赔偿经济损失。
“只有帮助官兵解决后顾之忧，才

能让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战。”该旅保
卫科干事朱耀林介绍，近年来，为解决
官兵涉法问题沟通不顺畅、处理周期
长、解决效率低等问题，该旅积极与驻
地司法机关建立涉军维权军地协作机
制，与地方律师事务所开展互助活动，
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畅通官兵与律师
联系渠道，安排专业律师担任部队法律

顾问，为官兵和家属及时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

通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
为官兵开通 24 小时法律咨询热线，提
供咨询、援助服务。该旅还制作法律
服务联系卡片分发给官兵，邀请专业
律师到旅队进行法规宣讲、典型案例
解读，引导官兵形成办事依法、遇事用
法的习惯。

第74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司法机关

开通24小时法律咨询热线
■陈思焕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郑 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