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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艳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林珉正 

  这是一支驻守在中越边境线上平均年龄30

岁的女警队伍。30名队员里有4名越南语专业人

才、3名英语专业八级、3名心理咨询师，17名文艺

骨干、16名军校毕业生、20名熟练应用英语口语，

两人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级“三八红旗手”。每一

名队员都能独当一面，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定义着

忠诚、执着、专业的品格。

  这是广西移民管理系统首个“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她们是广西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中

越陆地边界东兴口岸1369号界碑命名的“1369国

门警花服务队”。

执着坚毅

  范春丽是“1369国门警花服务队”负责人、执

勤三队副队长，也是该站执勤一线唯一一位女

队长。

  “验讫章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和守护国门的武

器，身处中越两国交界的东兴，复杂的口岸形势

时刻提醒着我，不忘国家的栽培、组织的信任、人

民的嘱托，全力守护好国门安全防线。”范春

丽说。

  东兴口岸中越北仑河二桥临时开通后，范春

丽调整到了二桥工作，主要负责出入境人员的查

验管控和边民服务业务。为第一时间掌握和熟悉

情况，范春丽开始走访服务对象，翻阅工作指引

和相关政策。不到两天时间，范春丽就把通关流

程、要求及相关政策要求掌握于心，开始带领全

队30多名警力开展工作。在打击非法出入境的最

前沿，范春丽凭借细腻的感知和敏捷的思维，苦

练严查细验、识伪辨真的业务素养和快速甄别、

缜密询问的警务技能。

  为了便于民警记忆，范春丽制作了提示卡，

把验放的每一步列出来，让检查员按照程序一步

一步进行，固化验放流程。“录入界面要进对；人

像比对要明确；车牌录入要正确；远程扫描核对

好……”这是范春丽为了提高民警的业务能力自

创的一段顺口溜。

积极进取

  队员蒲冬梅来自四川，热情、干练、洒脱……

辣妹子的气质，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请问你为什么来中国？准备去哪里？和谁在

一起？入境后在哪里住？”查验现场，蒲东梅接连

抛出数个相关问题，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被询问人

的神态和动作，细细观察可疑之处。

  2019年2月，由于工作需要蒲冬梅来到东兴站

工作。初来乍到，不仅仅是适应环境这么简单，蒲

冬梅还必须在业务方面从头学习。时间紧、内容

多，她就加班加点、点灯熬夜，机房里她经常第一

个来，最后一个走。凭着这股不服输、积极进取的

劲头，她以机试满分的成绩通过考试，顺利成为

东兴口岸一线执勤民警中的一员。

  蒲冬梅把8小时外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

只要看到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人，都会伸出援助

之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爱。她不但自己积极

报名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还带动家人、邻居参

加。了解到所居住的小区内有“爱心援助”公

益自发团体，蒲冬梅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并成

为负责人。

  在日常生活中，蒲冬梅乐于助人的事数不胜

数，问起原因，她笑着说：“趁我还有能力帮助别

人，为大家多做点事情。社会需要大家共同的相

互帮助，才能更加美好和谐。”

奋发向上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所从事的工作恰好

就是自己所热爱的。国门安全让人敬畏，我愿在

移民管理事业中发挥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队员

刘丹有感而发。

  刘丹与丈夫沈勇同为移民管理警察，是携手

守护祖国边境的一对伉俪。

  刚接触边检工作时，刘丹经常一个人在培训

室里反复进行实操练习和模拟考试，一坐就是一

天。她还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难点疑点马上记

录下来，老同志教的经验做法，她也都一一记录

下来，慢慢学习消化。

  “刘丹的边检业务水平非常了得，不仅是单

位里公认的行家里手，还是其他兄弟单位的‘编

外’教员。”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李敏这

样评价刘丹。

  由于夫妻两人工作单位相距不远，刘丹经常

带儿子去探班丈夫，此时民警们都会争先恐后找

她请教。刘丹不仅给执勤民警进行专题辅导授

课，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对于“求助”电话和信息，

她都逐一耐心解答，帮助化解难题，刘丹还汇总

他们常遇到的业务问题精心准备课件。

  工作5年多，刘丹共验放旅客42万余人次，年

均验放量8.4万余人次，没有出现过一次执勤事

故，没有收到过一次旅客投诉。查获伪假证件6

本、各类违法违规人员100多名、毒品案和走私象

牙制品案各1起。

  “1369国门警花服务队”成立以来，共验放旅

客100余万人次，查获在逃人员28人，遣返28人、遣

送出境399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打响

以来，30名警花坚守东兴口岸战“疫”一线，共开

通绿色通道26次，保障306万余件防疫物资顺畅

通关。

国门警花，每名队员都能独当一面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彭景 冉舟丽

  95岁高龄，有着63年党龄的老父亲强忍着

悲恸，抹了一把泪水，声音发颤却坚定：“倒在岗

位上的人民警察有成千上万，不止刘锋一个，我

为我儿子感到骄傲，感谢组织培养、同志们的关

爱……”

  2020年9月底，老人在病床上得知，他最心

疼的小儿子——— 重庆市渝都监狱民警刘锋，18

天前在监区执勤时突然倒下，尽管战友们第一

时间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他最终没有醒过来，

生命定格在57岁。

  36年前，21岁的刘锋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

名监狱民警。36年来，谨遵父亲的殷殷教诲，他

始终坚守在服刑人员监管改造一线，无怨无悔，

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铮铮誓言。

  刘锋牺牲后，战友们整理监区执勤记录时

统计出来：从2020年1月28日开始参与第一批封

闭执勤到9月9日病发倒在工作岗位上，57岁的

刘锋累计封闭执勤176天，是所在监区封闭执勤

天数最多的民警。

领导说：他忠诚尽职，勇挑重担

  “老人家，今天我们来是想跟您说一点刘锋的事情……”站在

老人床前，监狱政治处负责同志不敢往下说了。

  “是不是刘锋违纪违法了？”老人紧张急切地追问。这么多年，

老人对子女叮嘱最多的就是：莫要做背离党和人民的事情。

  而他得到的答案是：“刘锋同志牺牲了……”

  刘锋出生于监狱警察世家，父亲、哥哥、姐姐都在监狱工作。从

小的耳濡目染，让长大后当监狱警察成为了他的理想。

  “我去！”“我来！”回忆起刘锋，这是监区教导员李忠贵印象最

深的。不管什么工作，不论再苦再累，只要组织安排，他都会抢着

报名。

  疫情防控战时勤务模式初期，鉴于刘锋年龄偏大，监区领导为

了照顾他，没有把他列入第一批封闭执勤的名单里，可他却主动请

缨，硬要参战。

  “关键时刻，刘锋总是能顶得上来，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对

监狱事业的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望着刘锋办公桌上那

一部“伤痕累累”的执法记录仪，监区长漆瑞涛红了眼眶，话语中充

满不舍与敬意。

战友说：他关爱包容，指引前行

  去年5月底，监狱勤务模式调整，一名同事因防疫需要无法及

时到岗，刘锋再次主动站出来顶班。从5月26日到7月1日，刘锋连续

封闭执勤36个日夜。

  有人说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太傻。

  他总是嘿嘿一笑：“我孩子都大了，少休两天没啥关系，还是让

年轻同志多陪陪他们的父母和娃娃吧。”

  “年轻民警有时容易急躁，他会及时发现，谈谈心，拽拽袖子。”

民警刘汉君说，对于年轻民警来说，刘锋是他们的“老大哥”，包容

他们、关爱他们。

  谁都知道刘锋是个节俭到极致的人，只要能用，牙刷可以一两

年不换。但是在跟年轻同志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会抢着付账，谁

也争不过他：“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省着点用。”

  同志们想着等老大哥退休后，大家一起请他吃一次，但他再也

吃不到了。“死亡不是终点，被遗忘才是，反正我永远不会忘了他。”

刘汉君哽咽着说。

  是的，没有一个同志忘了他。今年除夕夜，正在集中隔离的民

警们面向手机里的刘锋遗像，郑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警礼。

服刑人员说：他认真负责，春风化雨

  一双磨得褪色的棉鞋静静地躺在朱某的柜子里，这是去年除

夕刘警官送给他的。哪怕已经破了一个洞，朱某也没想扔掉它。

  朱某是监区里的众多服刑人员之一，也是“三无”人员——— 无

会见、无通信、无汇款。正是由于从小缺少家庭的教育与关爱，朱某

才走上了犯罪歧途。

  作为管教民警，刘锋非常关注他，一心想要把他拉回正道上。

前前后后累计17个小时的推心置腹感化了朱某，后来朱某还被评

为“市级改造积极分子”。

  “刘警官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家的温暖。”朱某在

日记本里写到。

  这样的事情很多。服刑人员彭某患有糖尿病，一天夜里他突然

发病，是正在执勤的刘锋及时反应，与同事们一起将其送至医院，

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

  “作为一名老管教，他经常能及时发现服刑人员思想行为的细

微变化并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有效地帮助服刑人员调整心

态、转变认识、适应环境。”李忠贵说。

家人说：他孝顺慈爱，富有情怀

  重庆的路曲折陡峭，作为父亲，刘锋的爱却直白易读懂。

  “小时候，爸爸在空闲的时候总带着我去爬山。”女儿刘海灵回

忆，与父亲一起穿梭在山林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成了海灵最美好

的童年记忆。

  女儿长大后，刘锋难得的空闲时间基本都给了年迈的老父亲。

“吃饭喝水、洗澡洗衣、量温测压，老人的大事小事，刘锋都亲力亲

为。”刘锋的姐姐刘娅说，只要弟弟在场，她和护工都成了“摆设”，

刘锋从不用她们动手。

  净水器滴答作响，空调也沉默地运转着，老人怀抱刘锋遗像背

身望向窗外，不愿面对那些儿子给他买的大大小小的物件。“刘锋

走了之后，父亲的话少了很多。”刘娅说。

  36年，刘锋坚定地践行着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认真

当一个好父亲、好儿子，而属于他个人的时间却少得可怜。刘锋原

本准备退休后与家人一起游历祖国壮美河山，这个简单的愿望却

再也无法实现了……

重庆市渝都监狱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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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文/图

□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张照利

  “当4个孩子成功获救，你身穿湿透的衣服、

拖着受伤的身躯，悄悄转身离去，给长长的堤岸

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足迹……”近日，一位网友在

观看了山东政法干警孟召平勇救4名落水儿童视

频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年3月，作为山东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指

导组的一名干部，孟召平前往德州开展工作。5月

9日，加班结束后，孟召平进入景区散步。突然，一

辆载有4个孩子的电动三轮车从斜坡上飞驰而

下，连人带车落入湖中。危急时刻，孟召平甩掉上

衣、蹬掉鞋子，纵身一跃跳入湖中救人。沉入湖底

的三轮车磕伤了脚踝，车把剐伤了大腿，孟召平

连呛好几口水后迅速冷静下来，先救小的再救大

的，先救近的后救远的，在岸上群众合力帮助下，

最终将4个孩子全部救上岸。 

  由于呛水太多，孩子们没有完全恢复意识。

孟召平将孩子们逐个放在大腿上，用力拍打后背

进行控水急救。直到他们把水吐出来，他才放下

了紧揪着的心。趁众人帮孩子联系家人的空当，

孟召平拎起衣服和鞋子，离开了现场。一名在场

群众将孟召平救人的视频发到抖音上，寻找做好

事不留名的好心人。短短数小时，视频点赞量超

过12万。后来，当地民警根据现场监控画面辗转

找到了孟召平。

  事后，孟召平将自己获得的5万多元奖金全

部捐出，一部分捐给德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剩

余的捐给了他所救的孩子，作为他们的学习教育

成长基金。今年6月，孟召平在德州市倡导并发起

青少年防溺亡公益宣讲活动，7月联合德州市社

会力量救援协会等单位一起到中小学宣讲防溺

亡知识，开展安全教育100多场次，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孟召平的游泳技能和救护本领是在部队中

学会的。1990年，孟召平入伍，他第一个立功、第

一个入党、第一个提干，16年军旅生涯，孟召平先

后13次立功受奖。

  “心灵充满阳光，不断取得进步。”听说孟召

平舍身救人的事迹后，曾经的排长陈炳章毫不奇

怪，扳着手指历数了孟召平当兵期间的佳绩：

新兵第一年，连续获得连嘉奖和团嘉奖；1992

年因训练成绩突出，荣获济南军区建功章；

1993年、1 9 9 6年、2 0 0 2年三次荣立三等功；2003

年，被上级评为优秀基层干部标兵；担任连长期

间，连队连续5年被济南军区评为基层建设达标

先进连队……

  2005年，孟召平从部队转业到山东省政法机

关。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兢兢业业工作成为他的自觉习惯。

  2014年，组织选派孟召平到青海挂职交流。

孟召平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专业技

术过硬的优势，帮助挂职单位大力开展“一专多

能”岗位练兵活动，协调内地有关部门开展对口

帮扶工作。2018年，在青岛重大安保工作中，孟召

平第一批进驻、最后一批离开，57天高负荷工作

使他患上了腮腺炎和间歇性耳鸣，但他坚持工作

直到圆满完成任务才去就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孟召平牵

头联系全省政法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连续吃住在

办公室，每天值守岗位10多个小时，数月内没有

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在武汉防疫物资最紧缺

的关头，孟召平积极联系协调有关企业，筹措到

两批总价值68.6万元的无偿公益捐赠物资辗转送

达武汉，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

  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政法干警挺身而

出的身影。孟召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政法

干警的忠诚和奉献。

孟召平：

将见义勇为奖金捐给落水孩子

图① 孟召平工作之余认真学习。

图② 孟召平被评为“齐鲁最美退役军人”。

图③ 被救的孩子给“孟爸爸”创作的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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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② “1369国门

警花服务队”队员开展

查验管控工作。

  图③ “1369国门警

花服务队”队员向出入

境人员宣传民法典。

  图为“1369国门警花服务队”在1369界碑前合影。   图为“1369国门警花服务队”队员查验出入境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