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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和春天有个约定，每当这个时候，《法治日报》记者都要走进广大

政法干警和法治工作者的工作生活，记录他们坚守岗位、服务群众、守护平

安的难忘故事，展现他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家国情怀。

　　继连续多日刊发新春走基层报道后，今天本报再刊发一组报道，真

实再现政法干警在万家灯火团圆时坚守岗位的故事，这些干警有的来自

林海雪原、有的来自扶贫一线、有的来自基层社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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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中全

□　本报通讯员 孙 罡 林俊辰 文/图

  “出门是高山，四周无人烟，夏日虫蠓咬，冬天雪封

山。”这是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镇当地一句顺口

溜，也是61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真实写照。

  这个“无人区”，有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边境检

查站民警在坚守。春节前夕，《法治日报》记者跟随白山边

境管理支队民警前往长白镇边境检查站，走进他们的工

作与生活。

  从白山市出发，车辆沿着高速公路飞速行驶，不断穿

越层峦叠嶂的群山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历经近4个小时才

到达长白县。

  “先别着急，从县城到‘无人区’执勤点，我们还有40

多公里的路呢。”同行的民警说。

  因为雪大路滑，车辆又行驶近1个小时才到达目

的地。

  在路旁，有一栋具有公安风格的蓝白二层建筑———

公安边境检查站，周边全是森林树木，见不到人烟，略显

孤单。

  “我在这里工作11个年头了，最初这里特别艰苦，现

在条件好多了。”唐任邦是第一批进驻“无人区”执勤点的

民警。当年他来的时候，执勤点就是一个小平房，没水没

电没信号，要烧柴取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

  现在的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执勤休息的时候，唐任

邦会打开手机，看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在这里，有20多位像唐任邦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民

警，他们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

  2月9日6时，天刚刚亮，茫茫的长白山林海雪原中出

现了一队整齐的队伍，他们手握钢枪，身穿白色雪地伪装

服开始在“无人区”巡逻。

  “我们驾车巡逻与步行巡逻是结合的，就是防止有人

从事非法活动，确保边境安全。”长白镇边境检查站副站

长李鹏说，巡逻检查是每天工作惯例。

  当日虽然是晴天，但“无人区”寒风依旧凛冽，风卷着

雪吹在脸上犹如针扎一样刺痛，很快，民警的棉帽、棉

鞋、裤腿上都裹满了厚厚的雪，脸颊、鼻子被寒风冻得

通红。在齐腰深的雪地里，他们用身体蹚开一条条巡逻

路，雪水渗透进衣服、鞋子里，从刚开始的冰冷刺骨到后

来麻木。

  “每次步行巡逻有七八公里路程，冬天比较难走，一

圈下来要五六个小时，夏天相对好一些，两三个小时即可

完成。”李鹏说，冬天巡逻时需要准备木柴和锅灶，因为午

餐要在巡逻途中解决。

  上午10时，边境的路被大雪覆盖，巡逻4个小时的民

警们早已饥肠辘辘，他们清理出一个背风的“雪窝”，搭好

灶台，将木柴点燃，将雪水融化，很快方便面的香味飘散

开来。

  “山里的雪很干净，也没有污染，雪窝里煮面‘格外香’。”李鹏和民警们笑着说。

  午餐吃完，巡逻继续。

  “大家仔细察看一下前面的脚印，注意不要破坏周边痕迹。”最前面的民警傅洪源指着

一排动物留下的脚印说，其他民警顿时紧张起来，唐任邦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野猪留下的

脚印。

  “我们巡逻时，经常遇到熊、野猪等大型野兽的脚印，我们都会选择避开行走，以免与

它们相遇发生危险。”李鹏说，常年来，大家总结出看脚印大小和深浅来辨别野生动物，慢

慢学会了与大自然打交道，也为安全执勤奠定了基础。

  12时20分，历经6个多小时的步行巡逻才算结束。民警们回到检查站时，棉衣棉鞋早已

被汗水雪水浸透。

  巡逻工作很苦，卡点防疫工作也不轻松。

  2月9日23时，寒风呼啸，冰冷刺骨。

  “您好，边境检查，请出示身份证件和行程码接受检查!”在检查站执勤点，民警吴禹龙

向驾驶员敬礼例行检查，这也是长白镇边境检查站执勤民警每天要重复上百遍的话语。待

车辆放行后，吴禹龙已是双脸冻得通红，不住地使劲抖动已经麻木的双脚。

  长白镇边境检查站是进出长白县城的重要通道，这里毗邻高速路口和长白山机场，是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防线。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们24小时在岗，体温检测、疫情筛

查、盘查登记、内部防控、边境管控……看似简单的流程，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也

变得异常艰难,先后盘查登记过往车辆14万辆35万人次，牢牢守护进出长白山“东大门”的

第一道疫情防线。

  这群年轻的边境检查站民警满腔热血，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的力量和无悔的青春。

记者手记

  在茫茫的长白山林海，尽管条件艰苦，可这些移民管理警察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执勤巡

逻、治安防控、服务群众等工作中，至今保持了“无人区”零发案的记录。正是因为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换来了祖国的安全与稳定，他们依旧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 “政法委的帮扶让我们村脱了贫"
□　本报记者 史万森

  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委政府所在

地薛家湾向西，大概7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

个村子叫腮五素。

  2月16日下午3时，《法治日报》记者从薛

家湾出发，前往腮五素，想听听旗委政法委

帮扶腮五素村脱贫后村民的心声。

  准格尔旗沟壑纵横，几无平地。薛家湾

镇更是有名的“山城”，70多公里的路硬是花

了近一个半小时。

  “过去进出就走河槽，根本就没有路。一

旦遇到刮风下雨降雪等恶劣天气，我们这儿

就进不来出不去。”在村口，腮五素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曙光指着脚下的公路告

诉记者说，“如今，旗委政法委筹资修建的水

泥公路一直通到村委会的大院，再不用担心

被‘封路’了。”

  走进村委会大院，映入眼帘的是党群活

动室、值班室（电子阅览室）、驻村办、村民说

事室……干净、整洁、利落、有序，生动活泼。

赵曙光说，“政法委的帮扶让我们村脱了贫，

村里的面貌越来越好了。”

  说起政法委的帮扶工作，赵曙光的话匣

子有些关不住：“我们村种杂粮，过去村民加

工杂粮要到35公里外的马场壕村，是达拉特

旗的地方，来回就得走半天时间。”

  2018年，旗委政法委拨付资金建成腮五

素村小杂粮加工厂，承包给本村村民经营。

“现在村民加工杂粮20分钟完事。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全部免费。”赵曙光说。

  根据该村独特的地理环境，旗委政法委

积极扶持发展散养鸡项目，并且协调有关平

台，成功注册了“腮五素”绿色品牌，作为农

户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2012年至今，旗委

政法委每年积极争取帮扶资金，为村常住户

免费发放鸡苗。普通户每户发放鸡苗40只，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发放鸡苗80只。仅这一

项，普通农户每年纯收入提高2000元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纯收入提高3500元。

  赵曙光说：“过去我们也养鸡，一斤鸡蛋

三四块钱，注册了绿色品牌后，每颗鸡蛋就

卖到了一块五到两块钱，效益提升了四五

倍，网上还供不应求。”

  此外，根据腮五素村种养殖产业为主的

特点，旗委政法委确定了以种促养、通过养

殖增加经济收益的脱贫思路。2018年，旗委

政法委给3个社打了3眼大口井，使300多亩

玉米得到灌溉。村民石勇告诉记者，以前年

景不好的时候每亩地只能收一袋子玉米，也

就七八十斤，自从浇上了水，现在每亩收成

都能超千斤。玉米增收提供了养殖饲料，如

今石勇家的羊也已增加到了50多只。

  因老伴得病致贫的岳生财更是兴致勃

勃地告诉记者，政法委给他买了35只羊，捉

了两个猪仔，玉米不够给买了8000多斤玉

米，给拉了两吨炭，每年给80只仔鸡，给挖了

吃水井和农田灌溉井，维修了房子，还给协

调种公羊，协调农牧局给盖了100平方米的

草棚子储草……现在收入已经达到两万四

五千元。

  腮五素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户12

人，政法委帮助他们改造了危房，改善了饮

水条件。为每户贫困户配备健康扶贫小药

箱，发放日常用药，开展免费体检，定期给予

救治与预防；对符合医疗报销条件的，通过

合作医疗、低保救助、扶贫兜底三次报销，比

例达到95%以上。

  对因残、因病导致无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协调帮助落实残疾人补贴、低保救助、民

政救助、养老保险等政策兜底措施，确保收

入稳定。如今，6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

  赵曙光说，2012年以前，全村人均收入

5500元，现在已达到13500元以上。

  准格尔旗委政法委副书记樊永欣说，腮

五素村是准格尔旗唯一一个苏木——— 布尔

陶亥苏木下辖的一个村，也是一个半农半牧

村，党的脱贫攻坚战略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群众脱贫，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

深入人心。

记者手记

  在腮五素村，无论村干部还是贫困户，说

起旗委政法委的帮扶工作都是如数家珍。贫

困户岳生财已经是72岁的老人，却能把每一

项帮扶工作所能带给他的收益讲得清清楚

楚，讲述时面带微笑，看得出来是那种打心眼

里的喜悦流露。

  眼见为实，看到的这些变化，让记者对旗

委政法委副书记樊永欣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他说：“政法委每名帮扶干部都在尽全力

做好这个事，甚至调动自己的资源去帮助贫

困户解决各种困难。”很显然，他们的努力没

有白费。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文/图

  “王奶奶，我是咱们的社区民警，您新办的身份证我给您送来了。”2

月4日早上9点刚过，负责枣营社区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

出所民警解洪涛，走进了辖区居民王奶奶家，送上了王奶奶补办的身份

证，还提前给老人家拜了个早年。

  接过崭新的身份证，94岁的王奶奶一个劲地道谢。

  “您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解洪涛又对王奶奶提示了一些

居家安全的注意事项，把自己的电话工工整整地写在王奶奶的电话本

上，叮嘱王奶奶有什么事随时给他打电话。

  这一天是农历小年。由于今年春节期间倡导非必要不出京，麦子店

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们比往年更忙了，巡逻检查、化解矛盾、入户核查、慰

问群众、安全宣传等等，尤其是疫情防控可不能放松。

  麦子店是个国际化社区，这里坐落着京城知名商圈“蓝色港湾”，汇

聚着各类高档公寓住宅，也有不少的老旧小区。外国人多、流动人口多、

人员流动性大，且一到节假日商圈客流量猛增，这些都是麦子店社区工

作的特点。

  从王奶奶家出来，解洪涛马不停蹄直奔蓝色港湾。在蓝色港湾物业

服务中心门前有他的警务工作站。

  在物业服务中心会议室里，蓝色港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带领

物业服务中心部分工作人员正在等他。解洪涛和物业公司就春节期间商

场疫情防控、消防安全等工作安排和处置预案落实情况，再次逐项进行

检查完善，不落下一个细节。会后，解洪涛还深入到商户实地进行检查。

  解洪涛在蓝色港湾忙碌的同时，距蓝色港湾一路之隔的朝阳公园

社区警务站内，社区民警张健同样没闲着。他一早就来到警务站，带着

流管员下社区。一路上，每路过一个小区出入口，张健都会上前查看一

下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出入人员登记情况等。这个上午，他得先

去辖区一个公寓住宅和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接上头”，社区管理离不开

与物业的相互配合，然后他还要去另一个小区了解之前反复投诉的装

修扰民纠纷处理情况，一圈下来已经到了中午。

  张健说，社区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

每天都闲不住，一忙起来吃不上饭、下不了班是常事，大家早都没有了

周末、节假日的概念。“社区就是我的‘责任田’，不管什么时候有事，我

必须得第一时间到位。”

  一天里，张健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辖区内各个社区和辖区单位走

动、检查、沟通，有时候居民来到警务站赶上他不在，接待人员会先把群

众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他回来后再打电话和群众沟通。

  麦子店派出所负责社区基础工作的副所长李飞说，面对今年春节

的特殊情况，派出所一方面不断强化社区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另一方

面还着重加强了安全宣传。在辖区居民入户宣传的同时，建立起四级

“微信群”体系，在物业经理微信群、商户微信群、安保人员微信群和辖区单位内部微信群内，

都有社区民警参与其中。社区民警们将安全防范的各类要求，形式各样的宣传材料第一时间

分发到各个群，将安全防范的信息直达辖区每一处。

  “社区民警就是在用一丝不苟的守护送上一份‘平安快递’。”李飞说，群众遇到困难的时

候，社区民警第一时间将平安和帮助送到百姓身边，群众才会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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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走进麦子店这个京城知名的国际化社区，一边是人员聚集的蓝色港湾繁华商圈，一边是

环境安宁的居民社区，“平安”这个词对麦子店派出所的每一名民警来说都不轻松。跟随社区

民警们工作一日，记者切身感到了什么叫“平安无小事”，民警们心中放不下的是一个又一个

安全细节，牵挂的都是辖区内一件又一件小事，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问题被逐一解决，

有效防范，才最终筑起了百姓平安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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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巡逻接警中过年很充实”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陈子妍 顾灏 文/图

  “您好，这里是盐南公安大数据指挥服

务中心！”

  “110吗？我们老板扣着工资不发……”

  “康乐苑这里有人发生纠纷……”

  “有人在放烟花爆竹……”

  2月11日16时许，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

盐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出所接警大厅报警

电话铃声连续响起，一条条警情指令从指

挥服务中心转接至此，值班民警一边快速

做好警情记录，一边有序出发处警。

  尽管当天是除夕，但新都派出所接处

警大厅内依旧人来人往，民警们与往常一

样，接警、记录、调度、反馈……此时，综合

指挥室的大屏实时巡查着辖区各重要部

位、路段的情况，一切井然有序。

  “今年除夕又不能和家人团聚了，不过

在这里与同事们一起过除夕也非常有意

义。”新都派出所副所长成谊军说，参加工

作已有10个年头了，因工作需要，除夕很少

与家人团聚。

  春节团圆时，公安不打烊。2月12日凌

晨，连续处警的盐南高新区分局黄海派出

所教导员李黎早已饥肠辘辘。他拿出一桶

方便面，倒入滚烫的开水，牛年的第一顿

“饭”就这么解决了。

  “节日期间，警情相对较多，我们积极

落实上级从优待警相关要求，除夕和大年

初一全体所领导在岗带班，让民警回家团

圆。”李黎说。

  2月16日早上，盐南高新区分局伍佑派出

所民警刘育辉在辖区某小区巡逻时，发现居

民田某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对其进行批

评教育并依法予以处罚。田某表示以后一定

从自身做起，坚决做到“禁燃禁放”。

  “结合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新规实施，

我们全力以赴，闻响必查、有燃必处。”盐南

高新区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大队长刘琦介绍

说，节日期间分局累计查处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行政案件100多起。

  “街面防控，是春节安保工作中重要的

一环，在巡逻接警中过年很充实。”春节期

间，盐南高新区分局巡特警大队会同机动

处警大队，聚龙湖、新河警务工作站，按照

打击犯罪、接警处警、服务群众、矛盾调处

“四个街面化”要求，深入辖区重点路段、重

点部位、重点单位，开展24小时“网格化”动

态巡逻，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叠加式构

建严打违法犯罪的防控网络。

  “你的苏康码、行程码请出示一下。”春

节期间，盐南警方开展集中清查行动，拉网

式突击检查各类重点行业场所70余家，排

除安全隐患270余处，用一揽子措施守护每

一位响应国家号召、选择留在盐城过年不

返乡的人。

  大数据产业园内的冠佳科技咨询服务

公司专门从事淘宝电商服务，有30多名员

工留盐过年。“通讯网络诈骗案件频发，诈

骗手法花样百出。陌生人交往涉及金钱往

来，一定要慎重。大家可以注册‘反诈神器’

‘金钟罩’系统，守好咱们的钱袋子，过个开

心年。”2月16日，盐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出

所社区民警单志平上门走访该企业，并积

极做好反诈宣传。

  春节期间，盐南警方还结合疫情防控

排查工作，组织社区民警包片走访、进企入

户，及时了解辖区外地人和外来人员情况。

  “民警上门关心了解我们的困难，宣传

留盐过年的政策，真是贴心又暖心！”2月13

日，陕西大爷老张开心地说。老张在盐城20

多年了，开了家凉皮店，本打算带着一家老

小回去。听了社区民警一番劝说后，他不仅

自己不回去，还当起就地过年政策“宣讲

员”，讲给身边亲友听，呼吁大家留盐过年。

  “我们积极推介‘我的盐城’App和盐南

高新区就地过节惠民政策，联合社区、企业、

党员和群众的力量，让留盐过节的群众感受

到家乡一样的温暖。”盐南高新区分局新河

派出所副所长戴元华说，群众度过暖心、祥

和、平安的春节，就是公安民警最大的心愿。

记者手记

  接警、处警、走访、巡逻……在万家团

圆之时，如常日一般，盐南公安各条线的公

安民警们有条不紊地接好每个警、执好每

次勤，还推出各项措施保障“就地过节”的

群众过好这个特殊的春节。

  “都大年三十了，还有特警在巡逻，看

着就安心。”在巡逻路上遇到一名车主的这

句话道出了记者这一路跟随采访后心头最

深的感受。在春节安保第一线，盐南公安民

警用宽厚肩膀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宁，用负

重前行换取每个家庭的岁月静好，让平安

成为了最好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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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巡逻中长白镇边境检查站民警在雪地里煮方便面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