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１年1111月2211日　星期日 编辑／ 张红梅　高燕　美编／ 高岳 校对／ 陈维华 邮箱：fzrbsqb@126.com

王少杰：科技与人力哪个都不弱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吴静波

　　

　　从警29年，15年扎根基层一线，北京铁路公安

局北京站派出所所长王少杰的座右铭是“不打退

堂鼓，要干就要争一流”。为此，他辛勤耕耘科技

强警“试验田”，为平安插上智慧的翅膀；他打击

犯罪不手软，刑案不破不罢休；他把旅客满意作

为第一标准，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年，他先后被

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北京市“2021北

京榜样”，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个人二等功等

荣誉。

　　因地理位置特殊，北京站派出所被作为北京

铁路公安局科技强警的“试验田”。那时的王少杰

初任所长，面对智慧警务这一新生事物，只能摸

着石头过河。如何让警务科技落地，最大化提高

警务效能成了他每天苦苦思索的事。

　　没有现成案例可参考，只能依靠方法加实

干。王少杰一头扎进综合指挥室，和民警安装调

试设备，探讨运算方法，协调解决问题。他把办公

室搬到了这里，除了所里每天的晨会交班及重要

会议，他全天候在这里和民警研究讨论技战法，

现场解决各环节遇到的困难。

　　不久后，北京站派出所就摸索建立起了一套

贴合警务实战的“人力查、设备控、情报导”立体

防控体系。2018年暑运期间，智慧警务在第一次综

合应用中便初显成效，派出所一举打掉了一个8

人盗窃团伙。此时，王少杰已和同事们连续在指

挥室熬了十几个通宵。

　　王少杰并不满足现状，他还想把现代警务科

技植入阵地防控、服务旅客、专项行动等各项警

务工作中，让智慧警务全面落地开花。此后，他和

同事们建立了各类信息库，完善了指挥布警，建

立起了预警处置机制，通过“科技+人力”模式，有

力破解了治安管控难题，支撑了常态安保实战，

极大提升了一线警务效能。

　　王少杰一直认为，基层派出所处在打击犯

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理应是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担任所长以来，他带

领同事们共查获网上通缉

在逃人员900余人，破获刑

事案件109起，刑事拘留82

人。北京站的发案率大幅

下降，辖区治安秩序持续

向好。

　　犯罪嫌疑人何某自诩

“第一快手”，不仅下手快，

反侦查能力也极强。每次

伺机作案，他都谨小慎微，

对四周十分警惕，稍发现

不利情况就迅速逃离。为

了将何某绳之以法，王少

杰和民警们严密盯控了20

天，最终在2020年春运第一

天，在何某试图下手时将其抓获。在讯问室，王少

杰对何某说：“你是我魂牵梦绕的人啊，我做梦都

想见你！”狡猾的何某低下了脑袋，连连说：“我

认，我都认。”

　　依托站车联动、站站联动、路地联动等机制，

北京站派出所形成了现场走访与科技警务相结

合的为民服务模式，服务群众水平大幅提高。王

少杰常说，看到旅客的笑脸就是自己最大的幸

福。为此，他总是竭尽所能地为旅客办好事、办

实事。

　　去年冬天，北京站安检员在安检仪上捡到一

个黑色挎包。值班民警检查发现，挎包内装有5.5

万元现金和一张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显示

包的主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王少杰和民警

一边查监控一边在车站寻找，最终在第三候车室

附近的餐厅内找到正在用餐的老人，此时的他还

没发觉自己丢了包。事后，老人的女儿专门打来

了感谢电话。她说，如果父亲真丢了这么多钱，心

里肯定受不了，北京站的民警真是太神了。

　　疫情防控期间，在得知一名有某地旅行史的

旅客在回京的列车上出现了发热症状，王少杰第

一个穿上防护服赶往站台，配合铁路客运和卫生

防疫部门将这名旅客接下列车，转交给120急救

车送往隔离点。

　　这样的“第一个”有无数个。王少杰是派出所

穿防护服次数最多的人，无数次他都冲在最前

面。他说，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战斗堡垒，越是艰苦

的工作越应该体现干部带头，率先垂范。

　　他的手机里存着每一名民警的生日，只要有

人过生日，就一定会收到他的祝福短信。从警29

年，有17年的春节他都是在岗位上度过的。每年

除夕，王少杰都早早来到食堂，为在岗的民警准

备年夜饭，和休班的同志一起包饺子。常常都是

刚吃上饺子，任务就来了，他一边叮嘱食堂师傅

给大伙儿煮热乎饺子，一边匆匆奔向岗位。

　　点滴平凡，铸就不凡。这些年，王少杰扎根基

层一线，默默无闻地为警察事业奉献着。打击违

法犯罪、守护一方平安，他用忠诚和奉献诠释着

人民警察的初心使命。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龚婵婵 陈洪娜

　　

　　“从检11年，从舟山到杭州，他对检察事业总是充

满热忱，更没有在任何时候后悔过，包括在患病的最

后时刻。”回忆起丈夫，张臻流露出一贯的信任，却不

由得潸然泪下。

　　2021年11月4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二

级检察官助理李齐申因病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9岁。

　　李齐申一路走来总显得低调内敛、踏实勤勉，平

凡得正如每家单位、每个部门都会存在的那一款“老

实人”。并非所有同事都与他熟稔，但与他有过交集的

人都会感念他的靠谱，并留下中肯的评价：“是个好

人。”也正是因为与他珍爱的检察事业深深联结，平凡

的李齐申也拥有着不普通的特质，那就是永远积极向

上，永远奋斗不止。

“军事红”的守护者

　　“至今不能相信，病程发展如此之快。中秋节后，他

的工作电脑屏幕一直亮着，仿佛不曾离开的样子，它亮

着，等着勤勉的主人回归。”和所有部门同事一样，朱怡

依然不愿从情感上接受李齐申已经离去的事实。

　　从岱山县检察院遴选进入省检察院仅9个月时

间，李齐申已深深融入省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团队。

　　今年2月，一场为期半年的红色主题公益诉讼专

项工作在全省铺开。光荣且艰巨的任务落在李齐申这

位“老新兵”肩上，他不辱使命，从起草方案，到现场指

导，再到总结成果，每一步都将工作稳稳托举。

　　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综合办案一组组长王吉存

还记得他们一起前往嘉兴海盐、衢州开化等地指导办

案的场景。细心的同事戴明镜发现，在李齐申“左一声

老师”“右一声哥”的虚心求教中，他也从一名新手成

长为部门业务骨干。

　　“踏上革命热土，一路所见、所闻，感触更深、体悟

更真，也更加明白了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李齐申曾

在支部活动中分享过他的工作体悟，他说，作为九千万

党员之中的普通一员，以公益诉讼检察人员身份参与

到红色军事文化史迹的守护工作中，感到由衷自豪。

“海洋蓝”的捍卫者

　　岱山，是李齐申追梦启航的地方。2010年，李齐申

从南昌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毕业，考入岱山

县检察院，先后在公诉、控申、办公室、民行、第二检察

部等多个部门任职。在勤奋工作中践行着自己的

承诺。

　　绿植被毁、沙尘弥漫、海洋生态也遭受影响……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忍直视。因非法填埋、违规施工，小

衢山5个无居民海岛的自然地形、地貌被改变。海洋渔

业部门虽对涉事公司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

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但未依法书面责令其限期整治

和恢复，也未依法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用于海洋生态保

护与修复。

　　案件立案后，李齐申克服环

境污染相关方面的行政处罚规

定缺乏指导性文件的难题，带头

攻破专业难题，形成解决方案，

岱山县检察院顺利向海洋渔业

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并促成涉案公司出资30

万元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用于增

殖放流。作为浙江省首例针对海

岛保护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案件，该案有效震慑了破坏海

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岱山渔船集中，是舟山渔业大县，如何让珍爱的家

园免于海洋污染？李齐申凭借着职业敏感性，用实际行

动来回应自己长久的思考。2019年，他走访社区、乡镇、

涉海部门，开座谈，发问卷，就海洋作业废旧电池直抛大

海等海洋污染问题，搜集相关涉海公益诉讼线索，最后

形成《当前渔船作业过程中向海洋排放船舶垃圾的调查

分析》一文。这篇调研报告引起了相关部门对海洋污染

问题的重视，还获得省委主要领导的专门批示。

“纯真白”的践行者

　　“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对工作有抱负、对家庭

有担当，什么事情交给他都很放心。”在张臻眼里，李

齐申什么都好。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各地。

一向恋家的李齐申，10年来第一次没回河南老家过年，

而是主动请缨前往疫情防控最前哨、查控执勤难度最大

的秀山岛轮码头渡卡口执勤。而另一边，身为医护人员

的张臻也坚守在防疫一线，对李齐申的选择全力支持，

女儿只能交给家中长辈照顾。

　　志愿服务之外，李齐申仍坚守岗位职责，密切关

注掌握涉疫涉企案件情况，对假冒品牌口罩行政处罚

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提前介入，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法

律服务。2020年12月，根据省委组织部统一部署，李齐

申在省级机关面向在抗疫一线表现突出的基层公务

员专项遴选中脱颖而出，遴选至省检察院工作。

　　若是没有患病，李齐申本将按照组织安排，调整至

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开展行政检察工作。谁曾想一场凶

险的急症，刹住了他一直奔忙的脚步。住院期间，李齐申

不想让周围人操心，很少与同事交流病情，饶有兴致地

与妻子谋划出院后要好好吃一顿红烧肉，但骤然恶化的

病情让所有期待他尽快康复的人希望落空。

　　“也许时间流逝会冲淡一切，传阅文件的时候我会记

得传阅单上曾有你的名字，你办到一半的案子我帮你继

续办下去，办好的案子我会帮你认真把卷宗归档。”不断

翻看着微信聊天记录，同事董燕飞一想到从10月28日后

发出去的信息再也得不到李齐申的回复，心中戚戚。

　　李齐申，平凡却不普通，在他短暂却又绚烂的一

生里，藏着对事业、对家人的挚爱，悄无声息，却又无

所不在。

  图① 李齐申在岱山县检察院举办的“检察长对

话青年干警”座谈会上发言。

  图② 2020年初疫情期间，李齐申（右）和同事在

加油站门口登记外来车辆和人员信息。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供图

李齐申：
永远积极向上的好人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班雪纷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刚结

束，100米蛙泳SB6级比赛第一名获得者刘道敏回

到了她的家乡贵州黔南。得知贵州从2020年起，面

向全社会开展禁毒三年“大扫除”专项行动后，主

动提出要当都匀市禁毒代言人，通过实际行动呼

吁青少年用干净的灵魂守护青春。

　　刘道敏是贵州黔南人，就读于黔南民族职

业技术学院，现役国家游泳队队员。靠着不懈努

力，她在第十六届东京残奥会上，夺得女子100

米蛙泳SB6级银牌，先后在省级、国家级、世界

级残疾人游泳比赛中获得30余个奖项，并两次

打破世界纪录，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在日常训练和学习中，刘道敏是个地地道

道的禁毒宣传员。在她读初中的时候，班上一名

同学的父亲因为吸毒导致死亡，同学说家里一

分钱都拿不出来，全被父亲吸光了。刘道敏带头

为同学捐款，并在班会课上发言：“吸毒导致家

破人亡，吸毒让孩子眼中失去光芒，吸毒毁灭了

未来和希望，作为青少年，一定要爱惜自己，永

远守护健康。”时隔多年，班上同学都还清楚记

得，刘道敏发言时脸上表情的坚定。她的激情感

染了全班同学，那场捐款班会课，是刘道敏人生

中第一次为禁毒代言。

　　体育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每一条通往冠军

的道路，都布满荆棘和汗水。对于残疾人来说，

训练不仅仅是辛苦，更是一种残酷，是对个人意

志力的极限挑战。娇小的刘道敏，内心却非常强

大，一次次呛水，无数次差点窒息，她都顽强挺

过来了。有一次，刘道敏和队友一起进行高强度

训练，停下来时，大家都累得趴下不动。有个队

员说：“听说有一种药，吃了就能缓解劳累和疼

痛。”刘道敏立即回答：“你说的是什么药？作为

运动员，坚决不能服用兴奋剂等违禁药品，我们

都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当问及她为何主动为都匀禁毒代言时，刘道敏回答：“我愿

意助力全社会的禁毒公益事业，让青少年朋友用干净的灵魂守

护绿色青春，我愿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成为真正的无毒都匀，

美丽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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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刘道敏用残疾双臂书写的禁毒宣传标语。

  图① 疫情期间，王少杰参加值守工作。

  图② 王少杰在车站巡逻。

  图③ 王少杰解答旅客咨询。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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