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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2012年，赵宝利虚岁40岁。冥冥之中，他觉得该回

家了。

  现在回想起10年前的那次选择，赵宝利觉得自己

做对了。那一年，在外务工的赵宝利回到老家河北省

阜平县，他一回去便遇到脱贫攻坚大发展的契机。10

年来，他修桥、建路、搞城市亮化设计……回乡的这些

年，赵宝利出了力，也圆了梦。

  “40岁是一个分水岭，原来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现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赵宝利满意地说，通过奋

斗才能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 过去10年，赵宝利和

他的家庭变迁，成为这句话的生动注脚。

抓住脱贫攻坚机遇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西部，地处太行山深

处，是北方的“红色摇篮”。

  早在1925年，阜平就建立了党支部；1931年，北方

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阜平诞生；1938年，晋察冀

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召开，边区政府在阜平

成立……

  抗战时期，阜平以不足9万人口养活了9万多人的

抗日部队。全县2万人参军参战，5000多人光荣牺牲，

烈属户数约占全县总户数的75%。

  赵宝利的祖父赵术明就曾担任部队担架连连长，

和战友一起往返于战场和后方之间，抢运伤员。1939

年，边区公安局成立后，赵术明加入警卫队，成了警卫

队的骨干。彼时，阜平县分7个区，他负责其中3个区的

警卫工作。

  在赵宝利的记忆中，祖父作风严谨、雷厉风行，非

常爱惜身上那身制服，胸前还别着一支钢笔。除了治

安工作外，祖父还经常帮群众纾困解难，承诺的事情

说到做到。

  这些记忆在赵宝利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幼时的他

便暗暗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长大后要做一个像祖父

一样的人。

  “爷爷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很深。为党和国家

无私奉献，知党情、感党恩、多做善事是我们家的传

承。”赵宝利对记者说。

  遗憾的是，赵宝利成年后并没有像祖父一样走上

从警之路，而是子承父业，成为阜平县五交化公司的

一名职工——— 父亲赵玉金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担任

县五交化公司的业务经理，是一名老党员。

  彼时，五交化公司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有企业。

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五交化公司的经营

状况每况愈下，职工收入大大减少。企业走下坡路，

县城又是一个深度贫困县，经济发展迟滞，几乎没有

任何支柱产业，自己该怎么办？赵宝利陷入了深深的

迷茫。

  “直到2012年，阜平仍有近一半人深陷贫困之中。

‘缸炉烧饼’‘土坯房’是外地人对阜平的印象，不少人

背井离乡求出路。”赵宝利回忆，那段时间他决定丢下

五交化公司的“铁饭碗”，到外面去闯一闯。

  说是到外面闯一闯，其实没走多远。赵宝利先在

保定接手了一家工程公司，从别人手中接一些小工

程，一般都是“别人吃肉我喝汤”，有时工程款要不回

来，“汤”也喝不上，赵宝利还要赔进本钱。

  在保定拼搏的这几年，赵宝利说，用“惨淡经营”

四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直到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新时

代脱贫攻坚的序幕拉开。“四十不惑”的赵宝利抓住机

遇，选择回乡创业。

  “那时候，五交化公司连年亏损，濒临倒闭，连

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可是一旦破产，近百名职

工就会面临无处可去的境地。正赶上政策支持承包

经营，我就把五交化公司承包了下来。”在家人和朋

友的支持下，赵宝利取得了五交化公司的承包经

营权。

  几年下来，赵宝利凭借在外经商的经验，加上县

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经营效率显著提高，改变了“吃

大锅饭”的现象，工资翻倍，职工积极性也被调动起

来，五交化公司焕发出新的生机。

  紧接着，他又凭借技术经验和老班底，埋头苦干，

先后承接了县城道路、桥梁修建、夜间景观灯饰等工

程。先富带后富，赵宝利和队友们的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而他土生土长的家乡阜平县，也在脱贫攻坚这场

战役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群众收入到基础设

施再到基本公共服务，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全县

19万农村人口中，有12万人住上了新房。全县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由2012年的3262元增长到2019年的9800元，

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54.4%下降到2020年的0.45%。

2020年，阜平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赵宝利家就是在这几年间从临街的平房，变成了

楼房，还建了商铺。

  虽然经济上富起来了，但赵宝利深知，没有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和关心关怀，没有家乡父老乡亲的全力

支持，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因此，他总是尽自己所能想

办法回馈社会。

  一到夏天，赵宝利就将熬制好的绿豆汤装到“爱

心桶”里，放在公司门前，请环卫工人喝绿豆汤解暑；

一遇到赈灾救助，赵宝利便积极响应，不仅捐款捐物，

还主动承担起赈灾物资运输的任务；派出所发布救援

通知时，赵宝利总是第一时间响应，与其他志愿者一

道参加救援工作……

  在别人眼中的“闲事”，赵宝利总是干得津津有

味，但闲暇之余，他总感觉内心还有一个缺憾——— 儿

时的从警梦尚未实现。

  直到2021年，赵宝利圆梦了。这一年，他成为阜平

县的一名“义警”，并担任“老区义警”协会的会长。“虽

然是义警，但想到有一个‘警’字，我还是很开心。”说

到这里，赵宝利脸上露出了笑容。

扶危救困热心公益

欣然加入老区义警

  阜平县的苍山西路宽阔而整洁，一侧的楼房排列

有序，“老区义警”协会的办公地点就在这条道路北侧

的裕福苑小区里。

  协会于2021年8月正式注册成立，在镇政府和公

安派出所指导下开展工作，这处办公场所由一家企业

免费提供。

  关于为何要设立“老区义警”协会，阜平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大队长郄二链告诉记者：“在脱贫攻坚战略

下，很多村民从原来的深山自然村住进了新楼房、新

小区，从相距十几公里成了左邻右舍，由原来的左邻

右舍成了楼上楼下。从分散到集中的变化，让人们的

接触更加频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产生摩擦、

矛盾等。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基层治理新模

式，解决逐渐增多的民间各类矛盾纠纷、信访隐患，

打造平安和谐的治安环境，给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

要求。”

  2021年上半年，在阜平县委政法委的支持下，阜

平县公安局借鉴“枫桥经验”等做法，在全县范围内招

募“义警”。“所谓‘义’，就是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所谓

‘警’，就是协助警方在维护治安和服务社会上尽一份

力。”郄二链说。

  目前，“老区义警”协会没有编制、不开工资，但是

报名者踊跃，已经发展到3000多人。这些人每人领一

件蓝马甲、一顶蓝帽子，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蓝马

甲”。自筹建以来，“蓝

马 甲 ”在 普 法 宣

传 、治 安 防

范、开学

护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立之初，如何选好带头人是个难题。”阜平县

城关派出所所长李少亮对记者说，“老区义警”协会

是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任务繁重，又涉及政府和职能

部门的公信力，因此会长人选既要有能力、热心公

益，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得在政治品行上靠

得住。

  为了会长的人选，县委政法委和公安部门筛选、

调查了1个多月时间。最后经群众推荐，一致认为赵宝

利最为合适——— 早在多年前，赵宝利便和几个朋友组

成业余救援队，扶危救困不要任何好处。

  “宝哥是个讲义气、重感情、有爱心的人。”“蓝马

甲”韩旭对记者说起一件事。

  他和赵宝利从小是朋友，在夏庄乡规划所工作。

2017年初夏，夏庄乡三官村突发山火，风力大，火势蔓

延快，赶来救火的村民、各地消防人员等近千人。

  待控制住火势后，为防止死灰复燃，还有一大批

党员干部坚守在山上，包括韩旭在内。饿了只能吃面

包、火腿肠，喝瓶装凉水；困了就靠着树睡觉，山上夜

晚气温骤降，裹着大衣都觉得寒冷。

  其间，韩旭接到赵宝利打来的电话，询问山上的

情况，韩旭脱口而出：“特别想吃口热乎饭。”说者无

意，听者有心。没想到，翌日赵宝利竟然用卡车将热气

腾腾的饭菜送上了山。

  “我后来才知道，是他自掏2万元，购食材、请厨

师、雇卡车，给我们做饭送饭……”时隔多年，韩旭

说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有些激动，眼圈发红、声音

哽咽。

  2021年3月的一个上午，阜平县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吕海波和郄二链、李少亮找到了赵宝利。知晓他

们的来意后，赵宝利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任务。

  “‘老区义警’是个机会，能让我实现更多的想

法。”赵宝利告诉记者。

  以赵宝利为代表的一支“老区义警”队伍就这样

成立起来了。

深山搜救失联老人

放学路上站岗护航

  虽然“老区义警”协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办公室

的墙上已经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一面锦旗的背

后，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

  2021年9月12日，协会成立不久，赵宝利和队员们

就接到了救援任务——— 在县城某酒店工作的安某，应

聘上班第一天就失踪了，警方通知“老区义警”协会全

力寻找救援。

  原来，9月11日晚，安某下班后一直未回宿舍，直

到次日晚上10点，依然未见踪影。“这孩子平时老实腼

腆，这么长时间究竟能去哪呢？”安某的家人和酒店老

板都很着急。

  赵宝利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队员展开调查。通

过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凭借多年搜救经验，他迅速

将目光锁定在酒店宿舍所在的小区，随后派人重点排

查小区内的大楼。从当晚11点起，队员们便开始了地

毯式的搜寻。

  约两个小时后，9月13日凌晨1点多，搜救人员在

某楼18层步行楼道内发现了安某。他躺在地上，已经

处于昏迷状态。

  人找到后，所幸并无大碍，安某家属的感谢自不

必说，酒店负责人对赵宝利等人也十分感激。

  “假如小安真的出了事，我不仅没法和他的家属

交代，还可能要赔偿七八十万元。”酒店老板对记

者说。

  从此，这家酒店与义警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店的

保安经理加入“老区义警”协会，并很快成长为一名小

队长，酒店老板看着“眼馋”，不在乎成为雇员的“手

下”，不久也申请加入协会。

  在援救过程中，赵宝利和他的团队总有一个信

念，就是把别人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也正因为

如此，往往让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2021年11月18日晚10点多，赵宝利接到警方打来

的电话，要求立即启动寻人救援。

  原来，当天早晨9点，大台乡坊里村的一位七旬老

人离家到山上干活，直到下午6点30分一直未归，家人

多方寻找未果。

  当晚，大台乡派出所所长宋龙康带队已在山上搜

索3遍，仍一无所获。因为警力有限，宋龙康赶紧向县

公安局请求支援。

  1个小时后，赵宝利组织义警主力队员约70余人

赶赴现场。他们首先利用无人机排查，锁定了失联老

人的活动区域后，制定了新的搜救方案。救援队员打

着手电筒，沿着陡峭的山坡向更深的山林出发，展开

了地毯式搜索。

  当时山上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搜

救工作十分艰难。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还是不见老人

的踪影。

  出于安全考虑，赵宝利让村民先回家，之后转身

向队友们说：“找不到老人，我们绝不下山。”

  终于，在次日凌晨2点25分，救援队员在一处山坡

上的碎石堆旁发现一个黑影，正是失联了8个小时的

老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人找到了，下山是个难题。

  山坡陡峭，暗藏断崖，周围满是茂密的灌木丛，根

本没有路，手电照射的范围外漆黑一片。即便是白天

下山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更何况是半夜。

  此时，义警队员张玉波自告奋勇背老人下山，队

员们硬是徒手开出了一条下山路……

  老人被及时送往医院得到救治。

  首次参与“老区义警”协会救援的郄二链不禁感

叹道：“为救别人家的老人，敢豁出自己的命，真是好

样的！”宋龙康也不禁对协会的义警们竖起了大

拇指。

  随着“老区义警”协会队伍不断壮大，

其职能也不断完善。除了紧急救助、

寻人救援等突发任务，在赵宝利

的带领下，老区义警还建

立了“护学岗”，由

队伍中的女队员承担。

  城关镇城厢小学位于阜平镇北街，是阜平县历史

悠久的小学之一，1912年成立，全校师生3000多人。

  城厢小学对面就是城厢中学，门前一条南北走

向的街道上，向北是县文体局，往南是县政府，还有

电影院，整条街道商户林立，道路繁华而狭窄。每天

一到放学，小街内几千人集中通过这里，交通堵塞

严重。

  上下学途中，孩子们难免在路上嬉戏打闹，出现

磕碰。城厢小学校长白新专告诉记者，之前学校也想

过一些办法，例如申请校警配备、成立家长委员会等，

但是均未能奏效。直到2021年下半年，“老区义警”协

会开设了“护学岗”，切实为学校解决了大问题。

  “只要一放学，‘护学岗’义警就会在孩子放学的

道路上站岗护航。”白新专向记者描述了他印象中一

次颇有感触的情景。“护学岗”的一位女义警生怕学生

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到，看到汽车快开到斑马线前，一

手抱起一个在道路中间嬉戏的孩子，快速通过马路，

待走上便道后，才将孩子轻轻放下。

  没有报酬、没有编制，为何还要心甘情愿待在协

会，为何每次出任务时都会全力以赴？记者随机采访

了多名义警得知，一方面与赵宝利有关，一方面离不

开阜平县的政策。

  “我们都被他的仗义感动了，也想着为自己的家

乡和谐发展出一份力。”义警陈建英说。

  “县里面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支持，大家都觉得自

己在作贡献，很有成就感。”义警韩金梁说。

  记者了解到，“老区义警”协会的队员们来自阜平

县各个乡镇，这些人有的加入前还心存疑虑，但在出

了几次任务后，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改变。

  “别看不发工资，现在想轰我们都轰不走啦。”几

位义警队员笑着对记者说。

义警队伍不断壮大

助力形成良好风气

  2月23日下午3点，记者来到“老区义警”协会办公

室，看到队员们正围着赵宝利，在墙上换上新一轮的

光荣榜———“义警之星”。

  被问到为何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时，赵宝利说：“我

被这帮兄弟姐妹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总觉得亏欠

大家，总想多做点事情。”

  谈到从何时起开始专注社会公益，赵宝利说：“大

约六七年前，从我女儿走丢找到那一刻起……”

  那一年，赵宝利的女儿不满8岁，在城关镇的城厢

小学上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的中午，赵宝利的妻子

去接女儿放学，由于城厢小学门前道路狭窄，她只能

在稍远处等候。

  放学时间到了，赵宝利的妻子睁大眼睛，盯着从

面前走过的学生队伍，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她

连忙赶到学校，发现里面已经没有学生了，附近的小

店铺里也不见女儿，她一下慌了神。

  赵宝利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心提到了嗓子眼，

女儿怕见生人，一旦走丢后果不堪设想。他在找朋友

帮忙的同时，也报了警，警方立即启动寻人程序。

  据赵宝利回忆，当时帮助找孩子的人很快达到

100多位。

  在众人的努力下，3个小时后，孩子终于被找到

了。原来女儿放学走错了方向，并且朝着反方向越走

越远，最后走进一家企业的大院里。企业的保安发现

后，联系了警方。

  女儿走失虽然只有短短3个小时，但赵宝利夫妻

感觉“天塌了”，至今谈起这件事，两口子还抹眼泪。

  尝到丢失亲人的切肤之痛后，更加感谢警方和众

人的救助之恩——— 这是赵宝利投身公益的根源。妻子

也对他大力支持，从无怨言。

  “知党情、感党恩、多做善。”总结自己的从警初衷

时，赵宝利略显羞涩。

  “这些年做公益有没有遇到过阻力或困惑？”记者

问赵宝利。

  “有，社会上有些人猜疑和不理解，认为我背后有

经济利益的考量，或者想当官什么的。”赵宝利说，人

言可畏，有时真的想打退堂鼓，但随着义警队伍扩大

后，当地良好的风气已经形成，质疑的声音如今越来

越少了。

  根据“老区义警”协会的统计数据，目前阜平县

“老区义警”协会的“蓝马甲”志愿者已出动26300多

人次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收集提供治安信息1000多

条，化解矛盾纠纷830多起，组织搜寻救援失联人员

22人，制止纠正不良行为2950多起，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1584次，收到群众表扬信和致谢锦旗176

件次……

  这里面，自然少不了赵宝利的

身影。

制图/李晓军  

一个“老区义警”家庭的十年

  图① 河北省涞源县被救助者家属给“老区义

警”送来锦旗。

  图② “老区义警”协会的“护学岗”义警正在

护送小学生放学。

  图③ 2月23日下午，“老区义警”协会办公室，

赵宝利（右）正在换上新一轮的光荣榜———“义警

之星”。

  图④ “老区义警”协会的义警利用专业设备

在野外寻人。

  图⑤ 赵宝利（中）为山火救援人员送来热腾

腾的盒饭。

 （除图③由宋媛媛拍摄外，其余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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