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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7月，22岁的张爱祥警
校毕业后圆了从警梦想，被分配至
市公安局政保科技侦小分队，成为
一名技侦民警。1986年成立技术侦
察科，张爱祥作为主干力量调入，
在技侦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从侦
查员干起，慢慢升到副股长、副科
长、副处长，2000年当上政委。

2002年，市公安局组建信息网
络安全监察处，镇江网警正式诞生
了。张爱祥任处长，当时部门下设
三个科：管理科、安全监察科、秘
书科。组建后，从办公用房到招兵
买马，张爱祥都全程参与。

“网监处刚成立时，整个队伍
只有 10个人，3台电脑。”张爱祥
告诉记者，当时二名副处长、三个
科的科长都是在市公安局内进行举
荐，也是市公安局第一次实行“竞

争上岗”制。当时的家庭互联网还
没有普及，除了完成上级网安部门
的任务，对本地网站论坛、BBS巡
查处置，管理市区的上百家网吧成
了网警的主要工作。

2003年正逢网络大发展的起步
期，网络的快捷便利、方便高效初
步显现。张爱祥介绍，当时全市共
300余家网吧（市区100余家网吧)，
大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店铺，开设的
地点主要集中在学校周边和商业区
附近，提供上网的电脑就是普通的
台式机，还有手工计费的情况。

“公安部、省厅要求加大对网吧
的安全监管，特别是落实上网安全技
术措施。”为此，张爱祥组织民警开
展调查摸底，组织网吧业主座谈，告
知法律责任及要求，取得网吧业主的
认可，在全市网吧部署了网吧实名刷

卡系统。2004年就通过该系统抓获
犯罪嫌疑人30余名，极大地提高了
网吧安全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市
255家网吧全部安装了经过公安部
检测核准的安全管理系统及人脸识
别系统，在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的日
常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顾西蒙，无锡人，1981年参加高
考被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刑侦专业录
取。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市公安局刑
警大队技术中队担任痕迹技术员。

“1983年镇江升格为省辖市，原镇
江地区行署公安处刑侦科和原镇江
市公安局刑警队组成镇江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 （1994 年升格为刑警支
队），我就进入大队从最基层的技术
员干起。”

谈起刑侦生涯里最难忘的一起
案件，是第一次“单飞”亲手破获的
杀人案。1987年 3月 8日凌晨，丹阳
一农村小卖部内发生一起杀人案，
现场勘查结束后，其他技术员都上
别的任务，留顾西蒙一人在专案组
甄别现场痕迹。“虽然我已经做过不

少痕迹鉴定，但让我一个人负责杀
人案件的痕迹比对还是头一次，心
中不免忐忑。”为此，顾西蒙每天在
专用放大镜上一趴就是 10 多个小
时，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多天的
比对，终于比中了犯罪嫌疑人。

“我三步并着两步跑向专案指
挥部，想着赶紧把比对结果告诉大
家。”然而，快到门口时，顾西蒙又犹
豫了，怕看错的他又认真仔细做了
比对。确认无错后他第二次来到指
挥部门口。此时全体参战人员正在
开碰头会，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着案
件的侦查方向、范围，以及下一步工
作措施。“人命关天，万一我真比对
错了，就会干扰案件的侦破。”站在
指挥部门口的顾西蒙又一次退了回

来。找了一间安静的屋子缓了缓，把
所有检材、样本再次捋了一遍，肯定
不错！第三次来到指挥部，他鼓起勇
气推门进去，报告了比对结果，犯罪
嫌疑人很快被抓获，案件得以告破。

张爱祥：

与时俱进
守护网络安全

本报记者 杨佩佩 本报通讯员 戈太亮

【人物简介】
张爱祥，1963年5月

出生，1985年参加公安
工作，先后在政保、技
侦、网安等部门任职，现
任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支
队长。作为一名网络安
全的捍卫者和守护者，
张爱祥见证了我国互联
网日新月异的飞速发
展。荣获个人二等功1
次、三等功3次、个人嘉
奖6次，市政府记功1次。

作为镇江公安网安支队
的负责人，张爱祥是互联网发
展大潮的见证人与守护者。网
警是随着社会科学信息网络
发展而兴起的新警种，可以说
是一个高科技警种。

随着公安工作科技化、信
息化的强警建设，网安支队已
经发展成为以网络技术为主
要方向，集网上巡查、侦查调
查、打击犯罪和安全管理于一
体的实战部门，也为刑侦、经
侦、禁毒、治安等部门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凸显了大
数据时代网安在公安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普
及，公共WiFi、4G网络成了大众主要
的上网方式，越来越多的市民变“网
民”。“互联网的发展太快，众多新情
况层出不穷。网警要打胜仗，必须与
时俱进。”这是张爱祥在长期从事网
络信息安全管控工作实践中获得的
启示。

2015年12月8日，网警王理玮在
巡查百度贴吧镇江吧时发现有网民
举报微信好友在镇江长江边准备跳
江，并公布自杀者在朋友圈发布的
准备跳江现场图片。民警立即私信
发帖人尽快报警，发帖人称已经报
警。通过查找，发现该宣称自杀的网
民位于扬中，扬中城东派出所根据
自杀者发布的微信图片，判断具体
位置应该在泰州大桥附近江滩。当

时的值班副所长杨俊立即赶赴江滩
搜索，及时阻止企图轻生的自杀者。
王理玮将该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发
帖人，发帖人表示非常感谢。后来，
该事件被江苏卫视以专题节目播
放，高度肯定此次警方救人行动，相
关新闻引起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通过建设网警公开巡查执法平
台，建立完善网上公开巡查执法、
警示教育、犯罪预防、打击控制等
各项子机制，使镇江网警由幕后走
向台前，全面提高了网上见警率。
执法账号上线以来，已累计发布各
类法律宣传文章2.2万篇次，接受网
民求助300多起，警示4000多起，寻
找失踪人员400多起，解救自杀人
员12人次。

“镇江网警巡查执法”微博和微
信，2017年获得年度新浪微博十大
辟谣先锋，以及2017年今日头条公
益寻人奖，2017年最有影响力公安
头条号，2017年百家号年度杰出影
响力政务号，2018年获得中央政法
委颁发的首届四个一百政法新媒体
优秀头条号。

2011年12月9日至10日，中宣
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在镇江召开
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现场经验交流
会，“镇江经验”得到了上级部门和
全国同行的充分肯定。

相较其他警种，网警队伍更像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用青春
筑牢新时代警魂，他们初心如虹，信
仰不竭，用满腔热情、精湛技术、奉
献精神守卫着网络安全。

谣言、淫秽色情、假证件、作弊
器材……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互
联网上违法有害信息也逐渐增多。
2004年 3月 8日凌晨 5时许，我市警
方接到群众报警，位于润州区柴炭
巷19号的鱼巷网吧门口有一群年轻
人手持砍刀在打架。当民警赶到现
场时，行凶者已经逃跑，一个十七八
岁的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神志不
清。后经调查发现，这起案件的诱
因就是一群未成年人在网络上互相
谩骂，不断升级矛盾，进而将网络上
的仇恨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一场恶
性斗殴。

这起案件引起了张爱祥的反
思，网上不是法外之地，镇江网警必
须行动起来。为此，我市网警多年
来坚持24小时网上巡查发现和受理
网民举报违法犯罪线索，线上线下
联动，依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警示网上不良言行。

2007年，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更名为“网安支队”，完成了从简
单的管网吧到集网络监控、监察管
理、侦察侦控为一体的全方位网络
管控的专业队伍。随着专业力量和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支队伍先
后侦破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组织淫
秽表演案、“崔毅政网络贩卖枪支

案”、全国首例利用手机漏洞控制
手机发送诈骗短信网络诈骗案、

“迅播影院侵犯著作权”案等一批
大案要案。

从 2003年到 2018年，网安支队
每年都会针对互联网安全组织开展
各种各样的专题调查，如 2008年网
页被篡改和传播恶意代码、信息网
络安全状况和计算机病毒疫情调
查，2016年电信用户对外攻击的调

查处置、重点网络应用调查，2017年
态势感知通报预警平台网站隐患处
置，2018年重点互联网企业（如网络
直播、网约车、网络交易平台、网络
游戏、重点APP应用及平合等）、IDC
云平台、网站调查等。

“从这些工作可以看出，网安部
门的基础调查越来越多，涉及面越
来越广，需要处置的事情也越来越
复杂。”张爱祥说。

张爱祥个人工作照

首项任务： 从加强网吧安全监管做起

专业队伍： 坚持24小时全方位网络管控

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机制确保打胜仗

【人物简介】
顾西蒙，男，1963 年 1 月出生，现任市公安局二级主

任。1984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担任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三中队痕迹技术员、副中队长，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
长、支队长助理兼一大队大队长，京口分局副局长，刑警支
队副支队长、政委。荣获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嘉
奖7次，1997年全省刑事技术先进个人，2000年镇江市优
秀刑事民警，2006年度省厅科技强警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类二等奖，2008年全省十大刑事技术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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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西蒙是镇江公安刑事
科学技术发展的参与者与见
证者。“至今我只做过一种
职业，就是刑侦；至今我只
干过一件工作，就是破
案。”说起自己的老本行，
有着30多年刑侦工作经验
的顾西蒙满是自豪。打开他
的抽屉，一本本泛黄的刑侦
笔记，是多年来他的一笔不
可割舍的“财富”。在他看
来，“一个人，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就够了。”沿着他的
足迹，一段刑技变迁史清晰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刑事科学技术又称为法庭科学
或司法科学，是为破案提供条件、
为诉讼提供证据的一门自然科学和
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顾西蒙到技
术中队工作时，中队设有法医、痕
迹、警犬等7个专业，但尚属初创
阶段，技术人员少、文化层次低、
装备落后，连一个像样的实验室都
没有，如当时最“高大上”的理化
实验室，器材主要是一些瓶瓶罐
罐，检验方法主要靠“爬玻璃”（专
业 人 士 对 薄 层 层 析 检 验 法 的 戏
称），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痕迹专
业更是一只放大镜一把手电筒两把
刷子“闯天下”。如此简陋的条件
下，大家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
扎实的基本功为破案、诉讼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市刑事技术
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 80 年代初，痕迹专业
引进了一种痕迹显现新技术，效
果很好，但没有专用设备，温湿
度、时间都不易掌控。“装备差就
自己动手做。”顾西蒙笑着说，他

和同事们仔细琢磨工作原理，画图
纸，买材料，找工厂加工，反复试
验，忙活了几个月，一台毫无仪器
感的痕迹熏显器诞生了。从此痕迹
的显现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在破
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时技术
员都会因陋就简地搞一些小发明小
改革，小到各种操作工具，大到法
医解剖台，甚至彩色照片冲扩设
备。刑事技术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
壮大的。”

直至1993年，公安部物证鉴定
中心赠送给技术中队一台自动熏显
柜，这台自制熏显器才逐步退出历
史舞台。2007年，市公安局添置了
一台大容量熏显柜，2008年又装备
了一套大空间熏显系统，实现了熏
显全过程的电脑控制，小到一个纽
扣，大到一辆汽车，都能显现出满
意的痕迹。“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很多新技术、新装备不断被引
入到现场勘查、痕迹物证发现、显
现和固定提取之中，2018年建起了
光学实验室，痕迹物证的发现、提

取形成了一套从物理、化学检验到
光学无损检验的完整体系。”

刑事科学技术30多年的历程是
我国改革开放的缩影，镇江公安刑
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各个
专业都建立了标准的专业实验室，
装备上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检验
方法实现了从常规物证向微量物
证，从定性向定量，从种属检测向
个体识别的跨越。更重要的是建立
起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科技人才队
伍，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加入了刑
事技术队伍，多名同志入选公安部
青年人才库，这才是镇江公安事业
的宝贵财富和刑事科学技术健康发
展的根本保证。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一代
人的青春；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
这一代人的荣光；每一个时代，更
有属于这一代人的责任。顾西蒙作
为一名老刑警，勇敢地肩负起时代
所赋予的重任，恪尽职守，踏踏实
实，以热血书写青春赞歌，用忠诚
守护万家安宁。

顾西蒙坦言，工作之初正是改
革开放初期，经济已开始高速发展，
刑事案件开始高发，尤其是命案等
恶性案件猛增。但当时公安工作尚
处于“文革”后的恢复阶段，条件很
差，刑侦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破案
运用的是传统手段，依靠的是人海
战加疲劳战。“我们的侦查员们跑断
腿、磨破嘴，挨家挨户走访、排查，一
条条线索查证，一个个嫌疑人甄别，
一直要工作到晚上群众家家户户关
门休息了，专案组的干警们才能坐
下来汇总一天的工作情况，分析案
情，研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结束时
多半已是后半夜甚至凌晨了。”

顾西蒙认为，公安信息化建设
发端于刑侦，是刑侦工作的特点和
需求倒逼刑侦开展信息化建设。就
说最简单的信息传递，现在只是点
击一下鼠标、键盘的事，在当时却
是一项费神费力的工作。

“比如值班员的主要任务就是
各类信息的传递。我刚工作时值班
可是个苦差事，每天除了接报警
外，还有大量的协查通报、通缉令
之类的信息要上传下达，尤其是晚
上，一组人负责打电话给县、区，
一圈下来嗓子沙哑。而另一组人负
责骑摩托车、自行车把各类通报送
车站、码头、卡口和联防组等，几

乎把镇江兜了个遍，一圈下来基本
是天都快亮了。”顾西蒙说，破案
需要大量的信息，当时的信息都是
零碎的。

1985 年，市公安局引进第一
台计算机和第一个计算机专业人
才的就是情报中队，刑侦信息化建
设由此逐步走上快车道。通过30多
年的建设，公安信息网络已延伸到
公安工作的每个角落，如今，不仅
是侦查破案，信息化已普遍运用到
执法办案、行政审批、社会管理、
为民服务等各个方面，利用信息化
手段开展工作已成为每个民警的基
本技能。

亲历者： 从“苦刑侦”变为“信息导侦”

1994年，江苏省公安厅专案侦查工作代表合影（第二排左二为顾西蒙）

2002年行动技术支队全体民警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张爱祥）

1995年技侦小分队合影留念
（左二为张爱祥）

上世纪 80 年代末，顾西蒙（左
一）在高资勘查案发现场

参与者： 第一次“单飞”破获杀人案

见证者： 刑事技术有了大变化大发展

顾西蒙在比对指纹顾西蒙在比对指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