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涉嫌洗钱，必须立刻配合资金审查！”骗
子的一通电话，让张先生瞬间陷入恐惧与慌乱
之中。与此同时，卢沟桥派出所的反诈行动争
分夺秒地展开，电话、短信、上门走访多管齐下，
多名警力与志愿者全力搜寻，而隋丽娜就是每
次行动的“穿针引线人”。她创立的“情绪温度
计” 模型，将首次沟通劝阻成功率提升至 90%；
创新“三阶心理干预法”，构建覆盖 12 类诈骗剧
本的认知防御体系。自 2021 年成为反诈专员以
来，她带领团队日均高效处理 200 条预警信息，
多次在市局、分局反诈大比武中名列前茅。

梦想初绽

埋下“读心伏笔”

童年的隋丽娜，是个“警察迷”，电视里警察
追击罪犯的画面总能让她挪不开眼。

父亲书柜里那本《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面密
密麻麻写满了稚嫩笔记，记录着她对大侦探们
敏锐观察与严谨推理能力的崇拜。

渐渐地，她开始关注生活中的细节，拆解行
为模式，捕捉人心微妙的波动，这些点滴积累都
在她未来的职业理想埋下珍贵的种子。

2010年，隋丽娜成为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
又成功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犯罪心理学专
业硕士学位。

校园时光里，图书馆成了她的“秘密基地”，
整日埋首于专业书籍间，笔记写满一本又一本。
课堂上，她积极与导师、同学探讨复杂犯罪案
例，思维的火花激烈碰撞。

凭借着这份积累与热忱，她大步地向着更
为广阔的实践与探索之路前行。

实践深耕

萌发“防御前移”

2014年，硕士在读的隋丽娜跟随导师团队深
入开展暴力犯罪人员降低再犯率以及传统犯罪
的研究。她的任务是透过心理评价、人格测试和
风险评估，破译犯罪者的“心理密码”。

一次评估中，一名与她年龄相仿的男性罪
犯让她印象深刻。他因抢劫致人重伤，被判处
十年有期徒刑。对话中，他抱头痛哭，反复提及
“如果当年有人拦住我”，这句话就像一根刺，深
深扎进隋丽娜心里。

在后续的工作中，隋丽娜逐渐意识到，许多
罪犯是因为生活中的困境、心理上的偏差等因
素，才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从那时起，隋丽
娜便坚定了要从犯罪预防入手的决心。

2017年，研究生毕业的隋丽娜通过京考，成
为派出所的一名警员。为了发挥专业特长，她
开始多岗位历练。

在内勤岗位上，她将犯罪心理学融入案件
分析，通过行为模式串联零散线索；在接警一
线，她运用情绪安抚技巧，化解群众焦虑。

一次出警回来的路上，隋丽娜遇到几名老
人正在闲聊，她隐约听到“中奖”的言语，立刻警
觉起来，上前攀谈。从老人们的描述中，隋丽娜
确定这就是常见的抽奖诈骗套路。

她当即运用“记忆回溯法”，引导老人回忆：
“之前有人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说咱身体有各

种问题，让买高价保健品，还说数量有限，错过
就没了。您仔细想想，这和现在是不是很像，都
是利用‘机会难得’让咱着急掏钱。” 

经她这么一分析，老人们恍然大悟，成功避
免了财产损失。

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隋丽娜的专业能力
得到广泛认可，先后多次被抽调至监管总队、延
庆分局等地，为特殊人群开展团体心理辅导。

生活中，无论是朋友、同事，甚至来访群众
的孩子，只要有心理困扰找到她，她都会给予温
暖且专业的疏导。

面对年龄相仿的青年民警，她毫无保留地
分享经验与感悟，助力他们缓解工作压力；对于
资历深厚的老民警，她也总是满怀敬意地找他
们聊天，体悟他们多年坚守中的不易，以共情语
言延续这份激情。

派出所的基层历练，让她深刻体会到：犯罪
预防绝非单纯的理论课题，更是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实战较量，而一次次的宝贵经历逐渐转化
为她构建“心防网络”的基石。

多维构建

反诈“心防网络”

随着诈骗手段日益复杂，反诈工作面临巨

大挑战。2021年，丰台分局成立首批派出所三
级反诈中心，隋丽娜成为第一批反诈专员。

面对全新工作，有着专业技能的她，决定搭
建“心防网络”，一套多层次、多维度的反诈防御
体系。

有一回，一名劝阻员哭着找到隋丽娜，声音
颤抖着说：“我真的尽力了，可他就是不听，还骂
了我一顿，我就跟他吵起来了……”

隋丽娜安抚好劝阻员的情绪后，意识到不
论是受害者还是劝阻员，在电话里就只能靠声
音去传递情绪。

为此，她发挥心理学专业优势，创立“情绪
温度计”模型，将情绪分为冷漠、焦虑、恐慌等不
同级别，借助“安全锚点话术”制定与群众相对
应的沟通策略。对陷入情感诈骗情绪激动的人
说：“完全理解您为什么生气着急，您很看重这
份感情，但真正的爱情不会让您负债转账……”
对自认为熟知诈骗套路的人讲：“您之前能识破
刷单诈骗，说明警惕性很高，但骗子现在升级了
话术……”还要给出实用指令：“您现在需要做
三件事，保留预警电话、安装反诈App、遇到可
疑情况随时联系我们……”

以此为基础，隋丽娜又总结了“三阶心理干
预法”：第一阶段是信息阻断，接到预警信息后，
立刻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受害者，阻止其

与诈骗分子继续接触；第二阶段是情绪疏导，运
用“情绪温度计”模型，根据受害者情绪进行安
抚，缓解紧张恐惧情绪，为理性沟通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是认知重建，向受害者详细讲解诈骗
手段、案例和防骗知识，帮助他们识破骗局假
象，重塑正确认知。

为快速提升劝阻员能力，隋丽娜整理了大
量案例，编写了 12类常见诈骗剧本的劝阻话术。

有一回，派出所接到一起“杀猪盘”预警。
起初，事主态度强硬，坚信自己没有陷入骗局，
对劝阻员的话置若罔闻，频频挂断电话。隋丽
娜得知情况后，指导劝阻员要耐心，并有针对性
地与事主沟通。

她们从诈骗案例入手，一步步剖析套路，
随着交流的深入，事主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一
开始的笃定，到后来的犹豫，言语间也出现含
糊之处。

与此同时，隋丽娜与民警全力搜寻事主的位
置。当找到他时，令人揪心的一幕出现了，事主
已将名下的钱款全部汇总到一个账户，悬在转账
确认键上的手指正因为劝阻电话，才没有按下。

在隋丽娜和同事的努力下，3年来，卢沟桥
派出所三级反诈中心累计拨打预警电话 10万余
起，首次沟通劝阻成功率上升至 90%，为群众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 800余万元。 （美丽丰景）

从读心者到反诈卫士的“心防”之战

隋丽娜正通过电话耐心劝阻陷入诈骗的居民隋丽娜正通过电话耐心劝阻陷入诈骗的居民。。

崔武子：黄瓜育种跨界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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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派出所反诈专员 隋丽娜

崔武子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研究成果崔武子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研究成果。。

春回大地，万物竞发。当一粒种子破土而出时，鲜有人
看见泥土下蛰伏的坚韧与智慧。从数学教师到计算机教育
专家，再到黄瓜育种领域的领军者，崔武子用半生时光诠释
了何为“跨界创新者”。崔武子是位于花乡的北京现代农夫
种苗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究员，她以终身学习的姿态，将理性
思维与农业情怀相融合，与团队研发的“金童”“玉女”超小
水果黄瓜成为消费者喜爱的“网红”瓜；创制的“枫叶型叶片
黄瓜”获中韩日美四国专利。在黄瓜种业的“芯片”战场上，
一粒承载民族希望的种子正在成长壮大。

跨界创新者
从数学教师到种业先锋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崔武子，“跨界创新者”再贴切不过。
2016年，55岁的崔武子结束了 30年的教学生涯。这位

曾在延边农学院任教高等数学、在北京联合大学从事计算机
基础教育、主编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教师，没有选择悠闲

的退休生活，而是转身扎进了北京黄瓜研
发基地。

这一转身并非偶然。崔武子的爱人
蔡洙湖先生是一名黄瓜育种专家，也是北
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现代农夫”）创始人，数十年如一日深耕
田野，而崔武子耳濡目染，也逐渐被种业
这一“土地上的科学”所吸引。“种子是农
业的‘芯片’，但早期国内高端黄瓜品种几
乎被国外垄断。”她回忆道。退休后，崔武
子毅然加入黄瓜育种，将数学的严谨逻辑
与计算机的系统思维融入育种研究，成为
连接实验室与市场的“跨界纽带”。

在崔武子的育种哲学中，“差异化”是
核心关键词。她敏锐捕捉到“消费者对口
感型、功能型品种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一
趋势，全面参与黄瓜新品种的研发工作，
包括育种目标的设定、杂交技术的应用、
新资源的创制和特色品种的选育，瞄准
“差异化、高品质、功能性”目标，打造黄瓜
新概念、新视界、新味觉。
“最开心的是我们设计的黄瓜研发目

标一项一项地实现。”在崔武子及蔡洙湖带领下，现代农夫取
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金童”“玉女”等超小水果黄瓜问世，其
拇指大小的果型与脆甜口感颠覆传统认知，并获植物新品种
权证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枫叶型叶片黄瓜”能有效改善
“旺秧弱果”的种植难题，被“PCT”国际专利机构认证，先后获
得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的专利证书。
“干一行爱一行”的底层逻辑，是崔武子不断突破自我的

核心。“从数学公式到基因序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逻辑
思维与创新意识是共通的。”在她看来，跨界不是舍弃，而是
用多元视角重构行业的可能。

“芯片”锻造者
在黄瓜藤蔓间刻写“中国芯”

“金童”“玉女”超小水果黄瓜和“枫叶型叶片黄瓜”，只是
现代农夫黄瓜育种创新版图的一角。

坚持中国特色品质育种，在精准的市场洞察与日复一日

的实践下，其定向育种结出累累硕果——中密系列创新型中
国密刺黄瓜、京旱系列新优特华南型旱黄瓜、京正系列中国特
色水果型黄瓜、丸迷系列新奇特都市型黄瓜、京罐系列加工型
黄瓜、“枫趣”系列家庭园艺专用黄瓜……从零食类“樱桃黄
瓜”“金童拇指”到加工型京罐系列，现代农夫不断拓宽国产黄
瓜应用场景，已形成9大系列、覆盖各类场景的黄瓜品种体系，
推动中国特色黄瓜“从种子到餐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他们在分子育种领域也取得重要突破。现代
农夫与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联合研究成果“黄瓜CsANT
基因在调控裂叶形成中的应用”，于 2024年 2月获得中国发
明专利。
“每一个小的进展和突破，都让我们感到激动和激励，不断

积累的成果最终形成了强大动力，支撑我们在种业领域坚持不
懈前行。”站在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的温室中，64岁的
崔武子仍在探索新领域——有机黄瓜育种。今年3月，她启动
了一项新试验：研究168份不同黄瓜育种材料在有机生态条件
下的差异表现及遗传特性，目标是为有机农业提供适配品种。

对于未来，崔武子勾勒出一幅充满生命力的蓝图：继续
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应用型科技创新，通过标准化生产与精
深加工提升附加值，推动特色黄瓜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实现
“特品特供+专品专供”。

而对于种业从业者，崔武子给出三条建议，也正是这位
数学教师闯关种业的解答公式：时间厚度×创新锐度×责任温
度=种业生命力。“长期坚持与耐心是根基，种业
周期长、挑战多，需要时间厚度来积淀；创新是
关键，善用前沿技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同时，
传统育种经验依然不可或缺，科技与经验的结
合才能产生最佳效果；种业是科学更是使命，这
种社会责任感是种业从业者的重要动力来源。”

崔武子的故事，是知识女性打破职业
边界、重塑产业价值的缩影。从数学教师
到种业先锋，她以跨界思维锻造“中国
芯”，用匠心成果诠释“她力量”，在黄瓜的
方寸果实间，投身民族种业的星辰大海。
正如其团队培育的枫叶型黄瓜——既有
破土而出的坚韧，亦有装点生活的诗意，在
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交汇处，绽放出独
一无二的生命力。 （丰台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