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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90后”警花，露一手边检绝活

今年 24 岁的边检“警花”陈晨，中尉，

齐耳短发，鹅蛋脸，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检查台前，陈晨都会微笑着示意每位旅

客进入边检通道，接受边防检查。

10月的一个凌晨，陈晨像平常一样为

旅客办理出境检查手续。突然，她发现一

名中国内地居民所持护照上的缅甸签证有

异。陈晨抬头看着这名旅客，不动声色地

抛出问题：“您好，您使用这张签证出境

前往缅甸了吗？”“没有出……哦，不，我

出去了。”“既然出去了，为什么没有缅甸

的验讫章呢？”“这个……”几个回合下来，

这位旅客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经鉴定，

当事人所持护照中的缅甸签证确系伪假。

实际上，这并不是陈晨查获的第一起

伪假签证案。长沙边检站政治教导员尹朝

阳说，截止目前，今年长沙边防查获多起

伪假签证案，陈晨功不可没，“她也被我

们称为‘伪假签证杀手’”。

就在两年前的夏天，陈晨对于边检业

务完全是个“门外汉”，因为她本科学习

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当时，她刚从军

校毕业，被分配到长沙边防检查站工作，

照顾乡邻，热心大姐好事做不停

今年 40 岁的周桂荣家住沅陵县北溶

乡竹垭村，她的热心肠故事则要从 6 年

前说起。

罗家庄组村民谢全家两口子都是残

疾人，女儿在外打工，两口子生活自理

能力差，家庭特别贫困。6 年前，周桂荣

一家把房子搬下山，和谢全家比邻而住，

在生活上主动照应对方。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谢全家一家人都亲切地喊她“荣姐”。

以前，谢全家喝水要从溪里提，因为腿

脚不方便，非常吃力。周桂荣引来山泉水，

安装水管时，给谢全家打了一份子。遇上

缺水季节，周桂荣首先满足谢全家的供

水。水管经常堵塞，周桂荣帮忙疏通；

水管坏了，周桂荣叫丈夫去修补或者换新。

腊月杀年猪，周桂荣叫丈夫把谢全

家背到家里，与他们一起吃饭，还送猪

肉给他们带回去，年年如此。过节做好

吃的，周桂荣总是想到谢全家两口子。

遇上生病，谢全家第一时间叫妻子去请

“荣姐”开车送他到村卫生室。谢全家

的女儿谢宗梅不止一次地说：“自从荣姐

住下山，我的父母有人照应，让我出门

都格外放心！”

村民谢满妹今年快 90 岁了，住在半

山坡上，儿子和媳妇出外打工，女儿、孙

女已经成家，老人这些年就把周桂荣当“儿

媳妇”，有事就找她帮忙。

老人脚底长癣疮很多年，结痂成包，

既疼痛又不方便走路，每次不舒服就来

修脚。周桂荣毫不嫌弃，把老人的双脚

抱在怀里，用刀片小心翼翼削去老痂，这

一修就是 5 年多。

周桂荣住在公路边，隔三差五，一有

卖菜的车子进村，她就掏钱帮谢满妹代

买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送去。

“很孝顺、很耐烦，有些事，儿媳妇、

女儿都做不到！”在与邻居闲谈时，谢满

妹经常称赞周桂荣。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家家都有留守

老人，买米、买油极不方便，周桂荣就主

动担当起老人们的“生活保姆”，定期将

物资送到老人家里。有些儿女无法按时

寄生活费，让父母在周桂荣的店里先拿货

再结账。村民谢生毕每年打工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先到周桂荣家报到，把父亲

购买生活物资的欠款付清。村民李永红

的父亲和村民张幺英这两家与周桂荣家离

得较远，骑摩托车翻山下坡，来回要近一

个小时。每当他们的子女打电话过来，周

桂荣不分白天黑夜，随喊随送，从不另收

一分钱车费。

过去交通不便，人们出行靠走路，穿

山过界很辛苦。古人常在半路边修屋造

亭，方便路人歇脚喝水。周桂荣的家建

在两条村道的交汇处，连通周边 4 个村，

很多过路乡亲都把她家当成“新茶屋”，

喝水、休息、等车、寄放、购物，一站

式解决。

“来的都是客！”周桂荣热情，不怠慢

一个乡亲，一年四季，热茶冰水免费提供，

开饭就像流水席，很多过路村民都是她

家餐桌上的常客。

为方便乡亲，周桂荣添置了棋牌，供

村民玩耍；开通了WIFI，让过路客上网

打发时间。6 年里，她换了4 辆摩托车，

一辆三轮车长年上门送货，3 辆两轮车专

门送人。官庄坪组村民石吉六八十多岁，

要走十余公里山路到镇上赶场，周桂荣每

次看见他路过，都会放下手头的活，骑车

送他到家门口。

对于自己的这些善举，周桂荣说：“我

住在大路边，做的都是些小事。”可在村

民眼里，简单的事贵在坚持，周桂荣做

到了，不少人都夸赞她：“她是我们大家

的好媳妇！”

当留守老人的生活保姆

待人和气，来者都是客把村里的残疾人当亲人照顾

做 人 难 , 做 个 好 媳
妇更难。在怀化市沅陵
县，却有一位女性，结
婚 20 年，不仅是自家的
好媳妇 , 还主动帮助乡
邻，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家
的媳妇”。

进城办事的周桂荣（左一）特地陪同村中老人到超市买东西。摄影／邓永松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邓永松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蒲启荣 彭希  供图：受访者

在黄花国际机场长沙边防检查站，有两位特别的“90 后”警花。一
位被称为“伪假签证杀手”，细致专业眼力十足；一位被称为“最年轻
的老大姐”，沉稳机警见招拆招——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她们在执勤中
又出色地完成了几起突发任务。一起来看看她们在边检岗位上是如何与
不法分子斗智斗勇的吧。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边检之花”只

是简单的查验护照，那你就错了。在

日均吞吐量上万人次的机场出入境口

岸，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时刻考验着边检战士们的业务能力和

职业素质。

“警花”黄珊因为多年在一线执勤岗

位表现优异，有着丰富的处理突发事件

的能力，她在 27岁时就担任执勤业务

副科长（副营级），因此被战友们称为“最

年轻的老大姐”。相对于在验证台上的

战友，作为业务副科长的黄珊要处理和

应对的情况更加复杂。

黄珊回忆，有一次，她在机场边检入

境带班。一名来自泰国的女士向检查员提

交了探亲签证，但在接受问询时，这名女

士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无法讲

清谁会来接她，或者她的亲属到底是哪

一个。于是，检查员将情况上报给了黄珊。

黄珊在对这名女士进行进一步问询

时，发现对方已经怀孕 6 个月。“这种情

况实际上是很棘手的，在处理时要考虑

到我们的措施是否得当。”黄珊说，她一

面安抚好孕妇的情绪，安排她到舒适的

地方休息，同时安排其他同事迅速调查

这名妇女的身份资料，最后核查发现，这

名孕妇在中国没有任何亲属。黄珊和同事

们当即判断，她极有可能是通过非法途径

获得的签证。在上报后，黄珊按照相关

规定对其做出了遣返处理。

27岁的年轻“老大姐”

24岁的“伪假签证杀手”

穿上橄榄绿成为一名光荣的“国门卫

士”——边防检查站检查员。但身处国

门一线，口岸边检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丝毫差错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深知责任重大的陈晨潜心钻研边检

业务，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学习。三个

月后的业务考试中，陈晨以全科100 分

的成绩获得优秀学员称号。

为了弥补自己实践经验不足的短板，

陈晨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学习

鉴定技能，研究分析假伪证件的识别。

两年后，她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将排查工作做

得更细，这是我始终不能放松的那根弦。”

６年来，黄珊坚守一线执勤岗位，验放

量达十万多次，既用热情的微笑为中外

旅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又“零

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入境，同时她

还热心公益活动，成为边防官兵身边的

“正能量”。

实际上，在长沙边检站，像陈晨、黄

珊一样的“警花”还有许多，她们如同

一朵朵铿锵玫瑰，在祖国国门线上，筑

起一道“国门似铁”的安全防线，在边

检警营中骄傲地盛放……

黄珊（左）正在对旅客证件进行人证对照。

陈晨微笑迎接
每位旅客。

扫一扫，
看边检警花的
工作日常

扫一扫，
传播身边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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