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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箫剑 邵潇汀

　　

　　“您好，请出示您的行程码、苏康码……”凌晨1

点，在江苏省盐城市西高速出入口，红蓝警灯闪烁，

任郝正和同事一起开展防疫通道查控和安全检查。

  这班岗，距离结束还有7个小时。对任郝来说，

这样24小时的执勤已是常态。

　　任郝，盐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二大队高新

区中队中队长。由于长期在路面执勤，任郝皮肤黝

黑，紧握摩托车手把的手掌厚实有力，双目炯炯

有神。

　　“任郝从警13年，处理交通违法有万余起，但没

有一个投诉。”在同事眼中，任郝的专业能力十分

过硬。

　　旁人不知道的是，任郝并非警校毕业，他是2008

年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工作。

对于从未系统学习过公安业务的“门外汉”，如何尽

快适应并进入角色是他刚入警时的首要任务。

　　认真看、用心记、张口问……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任郝把握住所有碎片化时间苦练基本功，很快

就把需要掌握的相关法律法规、交通秩序管理、事

故处理以及机动车管理等业务知识拎了个“门儿

清”，并接连以全区第一的成绩顺利通过全国公安

机关中级和高级执法资格考试。

　　在工作实践中，任郝积极探索创新，他首创的

PPT绘制交通事故现场图法扭转了既往全靠人工

手画的困局，迅速在大队推广并沿用至今。针对车

辆查缉布控工作创新推出的三大技战法，对酒驾、

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成效显

著。针对学校上下学期间交通秩序差等问题，主动

对接市局交警支队、城管、街道、学校等单位，为辖

区内11个中、小学校近10万名师生护学。

　　“勤务跟着警情走，勤务跟着流量走。”作为一

名交警，任郝始终把路面当成交通管理的主战场，

聚焦交通警情、人流车流，实施重点突破，靶向发

力，把有限的警力投放在秩序乱点、事故黑点，最大

限度维护交通秩序。

　　为最大限度提高反应速度、缩短出警时间，2017

年6月，任郝受命组建盐都首支交警铁骑专业队伍，

他身先士卒，带领铁骑队员运用缉查布控、战术查

缉、事故快处、打击违法等技战术协同训练。在全

队，他骑巡时长和里程名列前茅。此外，他还首创成

立涉牌涉证专业研判小组，在实践中探索“1+X”智

慧新交管工作模式，实现了对重点嫌疑车辆和重点

嫌疑人员的精确研判、精确打击。

　　物流园、汽车城、高新产业园……任郝所在的

辖区交通要素复杂多元，任郝结合实际，紧盯事故

易高发的重点区域、重点车、重点人，提炼总结“建

群管理、约谈通报、重点打击”工作经验，通过基础

排查登记，建立交通安全联系微信群，加强日常监

管，服务企业，他成功探索出一条警企共建共享的

交通安全自治管理新模式。

　　“任队长推送的安全信息，我们每天都看，是提

醒也是警钟。”开了5年大卡车的肖师傅说。

　　任郝经常在群内开展宣传，共发布警示教育宣

传信息500余条，“文明交通共建共享”的理念深入

人心。如今，辖区快递行业群、外卖行业群、电动自

行车销售行业群相继建立，安全、文明的交通秩序

为“大美盐都”增光添彩。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任郝真是个‘好人’！”青

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协警

多杰三智说。

　　2016年，江苏省公安厅决定与青海开展素质强

警交流合作，并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和优秀民警到青

海挂职锻炼。得知这一消息后，任郝第一时间报了

名，奔赴千里之外的青海，开展为期半年的工作

交流。

　　“当时虽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高原反应

还是带来了严重的身体不适。”任郝回忆道。但任郝咬

牙坚持下来，还参与处理重大亡人事故10多起。

　　2019年6月，尖扎县公安局成立交警铁骑队，第

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任郝，并向他请教铁骑训练的

科目、内容、规章制度、考核等内容。

　　前不久，尖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官向任郝发

来微信，向任郝请教亡人事故的责任认定和保险理

赔等情况，任郝不厌其烦，一一回复。

　　从警13年，任郝先后获得“全国公安机关成绩

突出交警”“2020年度新时代江苏公安交通警察标

兵”“盐城最美警察”等荣誉。2021年11月，任郝被公

安部表彰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交警”。

　　工作之余，任郝和他的朋友自发组建了“青春

飞扬青年志愿服务队”，多次走进儿童福利院、村

居、社区，开设法制课堂，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如今，任郝负责盐城主城区三个街道111.35平

方公里的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已累计处理各类重大

亡人事故200余起，一般事故上万起。

标兵任郝驰骋路面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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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天健

□ 本报通讯员 吕佼 董明

　　

　　3月18日，一场倒春寒袭来，山东

省莱西市雨雪交加。

　　“叮铃铃、叮铃铃……”3月19日凌

晨1点30分，莱西市人民法院姜山法庭

庭长邴兴飞的手机闹铃骤然响起。邴

兴飞穿好衣服，离开温暖的家，准时到

达值勤点。

　　“霜前冷、雪后寒”，气温骤降，哪

怕穿着厚重的棉衣和防护服，也难挡

严寒的侵袭，没站一会儿邴兴飞就冻

透了，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正值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他和莱西法院的干警

们一样，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全力做

好防疫一线的“守夜人”。

　　8点10分，完成交班后，经过简单

休整邴兴飞又进入忙碌的工作状态。

作为党员，邴兴飞第一时间加入了其

所居住的小区“战疫一线”临时党支

部。就在前一天，临时党支部召开疫情

防控工作会，确定由邴兴飞负责起草

涉及小区管控、核酸检测及环境卫生

等事项的倡议书。为尽快将此事落实

到位，他牺牲休息时间认真研究，拟订

初稿。倡议书一经讨论决定后就发到

社区网格群内，立即得到了社区居民

的认可和支持。

　　9点30分，小区开始进行核酸检测

工作。身为志愿者的邴兴飞佩戴好党

徽和红袖标，忙着协助核酸检测人员

登记信息、维持现场秩序。

　　“请保持间距，拿出身份证……”

　　看似简单的工作持续几个小时

后，结束时邴兴飞和志愿者们差不多

都是双腿发麻、双手冰凉了。

　　13点20分，吃过饭眯了半小时，邴

兴飞坐在电脑前，开始主持互联网

庭审。

　　“原、被告设备是否稳定，能否听

清，13时30分正式开庭，请确保在网络通畅的环境下进行

庭审……”

　　疫情期间，互联网庭审在法院逐渐成为常态，为保障

互联网庭审顺利进行，邴兴飞在分别征得各方当事人同

意的基础上，还与各方当事人建立网上庭审微信群，指导

当事人下载互联网庭审客户端并学习使用方法。

　　庭审的前10分钟，邴兴飞再次与各方当事人调试设

备，确保网络畅通。庭审结束后，各方通过“云晤”签署庭

审笔录。整个庭审流程有条不紊、规范有序。

　　15点30分，第二场互联网庭审接续进行。庭审过程

中，邴兴飞对案件有关事实逐一进行调查核实，原告和被

告如实进行陈述、辩论，视频画面与声音清晰流畅。

  16点15分庭审结束，法官与当事人真正实现了“隔

空”对话。

　　20点，根据法院办公室反馈的值勤人员名单，作为值

勤点组长的邴兴飞，重新摸排全组人员情况，合理制作了

第二天的值勤排班表。

　　20点30分，“家庭临时法官会议”召开。邴兴飞和妻子

两人都在莱西法院工作，为了认真稳妥裁判案件，两人经

常利用晚上时间深入交流，有时还会因为某个问题辩论

得“面红耳赤”，有时也会为了理清审理思路熬到深更

半夜。

　　22点30分，邴兴飞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前他还不忘确

认一下是否上好次日凌晨1点30分的闹钟，因为短短几个

小时后，他又要继续在凌晨开始新一轮的值勤了。

　　这是莱西法院一名普通法官充实忙碌的一天，也是

全体干警疫情防控期间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疫情，

莱西法院的法官们线上处理群众各种诉求；脱下法袍，他

们又化身“大白”，深入社区守护一方安宁，成为这座城市

无数逆行者中的一员。

　　图① 邴兴飞在主持互联网庭审。

　　图② 佩戴志愿者袖标的邴兴飞（右一）在核酸检测

点执勤。

本报通讯员 吴晶晶 摄  

 守桥20载，翟宗寅无悔使命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程婷 陈理想

　　

　　日均巡逻20公里，清除隐患累计300余处，实现安全通车

7000余天……这是翟宗寅守桥20多年来，普通而又不平凡的

业绩。

　　翟宗寅是安徽合肥铁路公安处芜湖东站派出所大桥南警

务区的一名守桥民警，不要小看这“守桥”的意义，一个杂物入

侵接触网或者铁路线都有可能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守桥不

仅要做好大桥沿线的安全防范，还要经常巡逻大桥，及时发现

并消除隐患。”翟宗寅说。

　　作为安徽省第一座公路及铁路两用大桥，芜湖长江大桥于

2000年正式通车运营，这座铁路桥全长10.6公里，每天通行列车

大约40余对。自全线贯通开始，翟宗寅就一直驻守在这里，无论

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巡逻大桥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根据

芜湖东站派出所安全工作记录，截至2022年3月20日，芜湖长江

大桥铁路桥已顺利实现安全通车7000余天的好成绩，这其中不

但有广大铁路干部职工的辛劳，更离不开“守桥卫士”翟宗寅的

无私奉献。

　　“虽然没有与犯罪分子的正面搏斗，却也时刻面临着危险，

时刻要去处理各种涉及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问题。”让翟宗寅

记忆犹新的是，2020年6月15日凌晨，一列拖着六艘驳船的船

队，缓慢通过芜湖长江大桥水域。6月的长江，水流湍急，由于船

工操作不当，致使最后一节驳船撞上了芜湖长江大桥的桥墩，

拖轮趁着夜色，迅速驶离肇事水域，但是这一幕被桥墩摄像头

拍下了。发现警情后，翟宗寅迅速报告所领导，派出所成立了调

查组，驾驶快艇在肇事水域调查过往船只，最后在芜湖江北某

锚地，将肇事拖轮查获。

　　多年的守桥生涯，让翟宗寅练就了敏锐的洞察力。2019年9

月25日上午，翟宗寅和往常一样从江南桥面朝江北方向巡逻，

步行道上一根一米多长的角钢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块角钢既不

是桥面固有的材料，也不像从车上掉下的货物，从颜色看，像是

桥顶上的钢构件，翟宗寅抬头观察，确认是从顶梁上脱落的，幸

亏当时无人无车通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忙把角钢抬到一

旁，用铁丝固定好，迅速返回大桥车间，向值班领导报告，车间

及时组织人力采取加固措施，消除隐患。

　　“如果铁路不赔我大棚损失，我就要报复了。”2019年5月的

一天早晨，江北靠近大桥的某行政村，村民老肖站在大桥工区

大门口高喊。得知这个信息，翟宗寅立即赶到行政村，找到老肖

了解情况。原来，老肖家紧靠铁路桥的蔬菜大棚被石头砸了几

个大洞，估计是桥上施工队作业不慎造成的，当时桥面施工赶

工期，一时没人接待，老肖认为没有人管，便心生怒气。

　　了解情况后，翟宗寅先安抚了情绪激动的老肖，再向他保

证一定查清蔬菜大棚被砸真相。次日，当老肖手捧着施工队负

责人送来的赔偿金时，激动地对翟宗寅说：“我说了不该说的

话，给你们添麻烦了，今后遇事要冷静，不再冲动了。”

　　守桥20多年，经历了数不清的大事小情，翟宗寅积累了事

关线路安全的各种经验，他也不吝于跟同事、徒弟分享这些

经验。

　　随着封闭式线路建设日趋完善，翟宗寅平时只能利用“天

窗”作业时间上桥去巡查线路。春节前夕，翟宗寅得到消息说

大桥有“天窗”作业时间，特意向所领导汇报想趁着桥上没车

的时候再上去看看。得到同意后，翟宗寅精神抖擞地从桥南爬

上大桥，令他没想到的是，老战友刘荣忠从桥的那头向自己

走来。

　　“在共同守桥的日子里，我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每

天分别从南北两岸同时出发，向桥中心巡逻，抵达江心的位置

后，两人相互敬个礼再各自返回。这种仪式感，时刻提醒我们

守护大桥的职责使命。”刘荣忠说，这可能是老翟退休之前，

自己和他最后一次在桥上相遇。刘荣忠郑重地向翟宗寅敬礼

致敬。

　　从警期间，翟宗寅先后5次获得公安处嘉奖，两次被评为优

秀党员。翟宗寅常说，“工作不是干给谁看的，确保自己保卫的

大桥安全，就是我的使命。”

　　像翟宗寅这样默默无闻远离喧嚣，确保一方安全的线路民

警在安徽省境内还有很多，他们共同捍卫着千里铁道线的平安

有序。

  图① 翟宗寅在桥面附近巡逻。

  图② 翟宗寅（左）在桥上与同事敬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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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任郝在高速路口查验驾驶人行程码。

  图②②  任郝参加党代会。

  图③③  任郝在卡口检查车辆。                 盐城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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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家梁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刘红中 张齐云

　　

　　调处重大疑难纠纷35件，共

排查出矛盾纠纷613件，其中调处

成功600件，矛盾纠纷调解率达

98%……深入农村基层化解矛盾

纠纷，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司法

所所长管琳扎根农村默默无悔地

坚守。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到盘州

市柏果镇司法所采访管琳时，他

正在大山顶上的铜厂沟村走访了

解一起民间纠纷的事实真相。

  57岁的管琳1999年调任柏果

镇司法所所长至今，23年的司法

行政生涯中，他竭力化解矛盾纠

纷、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服

务，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开展社区

矫正，为构建辖区和谐稳定作出

了突出贡献。近年来，他先后荣获

省级、市级优秀人民调解员等荣

誉称号，前不久又被评为“全国司

法所模范个人”。

民间纠纷的调解员

  “在纠纷调解中，先要摸清

事实，找准争议焦点，然后针对

争议焦点收集相关证据，再对应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解。”言及

自己多年的调解经验，管琳自豪

地说，“只要找到突破口，再复杂

的矛盾纠纷也能成功化解。”调

解工作中，他耐心倾听当事人的

诉求，仔细分析纠纷症结，然后

围绕相关法律法规摆事实、讲道

理，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引导，总

能让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冷静下

来接受调解。

  2015年，原盘县洒基镇并入

柏果镇时，该镇磨嘎村十二组出现一起

土地权属纠纷，经村、镇两级多次组织调

解均未调解成功。2018年，这起争议纠纷

的一方当事人——— 村民陈德正等人慕名

向管琳申请调解。他找准纠纷争议的焦

点后，向双方当事人讲解了相关法律法

规，讲解入情入理，最终达成协议，使这

起争议多年的民事纠纷得以化解。

群众权益的保障者

  在乡村建设发展中，有时会涉及项

目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经常有辖

区群众向管琳咨询征地拆迁赔偿

方面的涉法事宜。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管琳总是耐心解答，给群众

讲清工程项目的合法性和土地、

林木及附作物的赔偿标准等，既

支持了政府的征地拆迁工作，又

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作为农村基层的法律工作

者，管琳认为，保障辖区群众的合

法权益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2020年8月，磨嘎村村民严学

跃、严德梦、严大石3人共同承包

柏果镇兴民养殖场的挡土墙工程

建设，施工过程中，挡土墙突然倒

塌，造成严学跃和严德梦死亡、严

大石受重伤的安全事故。柏果镇

政府接到报案后，安排管琳牵头

承担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调处工

作。管琳及时赶到现场，第一时间

稳定了受害者家属的情绪，逐一

与受害者家属单独沟通，并从保

障受害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同施工

方多次协商。经一天一夜调处，施

工方与受害者家属终于达成赔偿

协议。

社区矫正的“摆渡人”

  柏果镇是盘州市的大镇，社

区矫正对象较多，为管好这一特

殊群体，管琳除定时走访、真情帮

教外，还积极探索村级参与管理

社区矫正对象的联管模式，全镇

社区矫正未发生脱管漏管现象。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管琳还

真情帮教社区矫正对象，当好社

区矫正对象的“摆渡人”，竭力为

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迷途知返，

早日回归社会。

  胡某是2015年柏果镇司法

所新接收的一名未成年社区矫正者，

年仅11岁的她本应在校学知识，却因

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胡某第一次到

司法所报到时连头都不敢抬。“你吃饭

了吗？别害怕，就把我们当叔叔阿姨

吧。”管琳的关切令胡某心理大为放

松，她抬头看了看面带微笑、和蔼亲切

的管琳后，表示将好好接受帮教。接受

社区矫正4年后，胡某突然向管琳透露

了自己想读书却没学校接纳的苦衷。

管琳立即到处帮胡某联系学校，经多

方努力，胡某终于走进柏果

镇中学的校园。

　　“管琳在基层司法行政

岗位履职尽责，为构建辖区

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盘州市司法局副局长陈

飞甫点赞道，“他以守护正义

为己任，在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无闻、无怨无悔，干出不平

凡的业绩，被评为‘全国司法

所模范个人’当之无愧，为我

们盘州司法行政系统树立了

榜样，是我们司法行政部门

的自豪与骄傲。”

  图为管琳在柏果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起人身

伤害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