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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张群 张大明

　　

　　杨润涛，辽宁省凌源第一监狱劳动改造科二级警长，从警40年，扎根

基层一线，在平淡而漫长的岁月中默默奉献，在平凡而枯燥的岗位上执

着坚守。凌源第一监狱优秀警官、优秀共产党员、全省监狱系统优秀共产

党员……这些荣誉，折射出的是杨润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凌源第一监狱在监院大门外侧设立了一个

安检站，虽然外观简陋、面积只有3平方米，却是抗疫的第一道防线，重要

性不言而喻。

　　由于安检责任大，任务多，且为专职一人岗位，很多人显露出畏难情

绪，杨润涛二话不说，把担子揽在了肩上。

　　两年多来，无论酷热严寒，还是节假日，杨润涛犹如白杨树一般，扎

根在安检站，挺拔而坚韧。

　　为了让车辆安检流程更加便捷，杨润涛反复协调各环节的衔接，尽

量减少每一个环节的时间浪费，让货物进出监院更加顺畅，确保了安检

工作始终高效运行。

　　杨润涛工作细致，是出了名的。他身上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

麻麻地记满了车牌号和手机号，“这辆车来过两次，这个人是河北的，这

个手机号流调没问题……”所有车辆信息、人员信息，他都烂熟于心。两年多来，一千多台

车辆通过杨润涛值守的安检站，实现货物进出“零差错”。

　　2021年11月初，凌源市遭遇暴雪，厚厚的积雪让交通陷入瘫痪。杨润涛代步的摩托车

趴窝了，他就早早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一步一步走到安检站，在严寒中用铁锹和扫帚清理

出一条小路。

　　同事们都知道，即使天气再异常，也不会影响杨润涛安检工作的正常运转，他憨直地

说：“同志们在监院执勤不容易，进院安检就是要再严一些。”

　　凌源第一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张宗惠由衷地说：“看到杨润涛在安检站，我就放心

了。”一句话道出了监狱党委对杨润涛工作的认可和肯定。

　　挺拔的个头，黝黑的脸庞，说话时脸上常常带着笑意，杨润涛总是给人如沐春风般的

温暖。

　　2020年初凌源第一监狱封闭管理以来，杨润涛值守的安检站便承包了所有进出监狱

货物、车辆检查登记和联络工作，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总调度”。

　　不少外来办事人员习惯地把安检站称作“杨润涛服务站”。站里摆着两排椅子、一台饮水机

和一台空调。寒冷的冬天来临，铁皮房里寒气逼人，杨润涛便早早来到服务站，把空调打开，把开

水烧好，等到外来办事人员到时，铁皮房里已经暖意融融；酷热的夏季来临时，铁皮房里热

如蒸笼，杨润涛依旧早早来到服务站打开空调，让外来办事人员感受到凉爽宜人。

　　杨润涛所做的一件件实事小事，给外来办事人员留下良好的印象，很多人都亲切地喊他

“杨大哥”。“无论什么时候来，只要看见杨大哥在安检站心里就踏实了。”一位外来办事人员说。

　　领导考虑到杨润涛快退休了，想找个人给他替班，他却拒绝了。“进出车辆、货物信息

和核酸检测情况都印在我脑子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这种追求百分百满意的执着写

满了杨润涛对工作的热爱，更体现了他白杨树般质朴的品格。

  安检站挨着会见室，罪犯家属来探视，杨润涛经常帮忙引导。有时候，一些外省籍罪犯

家属因为不熟悉会见流程，往往会错过会见时间，他便主动上前详细询问，帮助家属联系

管理人员，订盒饭、叫出租车……

　　一天下午，一个外地来的大娘来看在监狱里服刑的儿子，错过了会见时间，杨润涛见大娘

还没吃饭，就把自己的盒饭给了她。临走时，大娘一边激动地说着感谢的话，一边把带来的栗子

往他兜里塞。杨润涛笑着对大娘说：“您留着回去吃吧，下次来的时候可不能记错时间了啊。”

　　还有一次，一辆货车因为错过了安检时间，货物不能进入监院，司机急得直跺脚，耽误

了交期，运费就要被扣掉。杨润涛一边安慰司机，一边与监狱大门安检沟通，考虑到监管安

全，货物无论如何是进不去监院了。他又多次协调其他部门，最终协定将货物保管在临时

存放区。为了能让司机早点返程，他脱下外衣，帮忙卸货，天黑前看着司机踏上归途，心里

的石头才落了地。

　　有人打趣地说：“老杨你都快退休了，还忙活啥呀？”杨润涛笑着说：“咱们监狱警察前

面还顶着人民俩字呢，我多跑点路，人家就少跑点腿，咱代表的是监狱形象啊。”一句简单

的话，饱含着深厚的为民情怀。

辖区孩子的“好妈妈”

　　孙利所在的两路派出所是公安部命名的第二批

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在全国公安二级英模、所

长曾淑俊带领下，派出所于2019年创新打造成立了

“青少年关爱驿站”，帮教挽救了数以百计的问题青

少年。

　　渝北区实验小学及两所幼儿园都在孙利所在的双

北街社区，在校学生总数超过4000人，如何管理好、服务

好、照顾好这些孩子，让孩子们在安全、幸福的环境中

茁壮成长便成为孙利一直以来积极努力的方向。

　　每天上学放学的高峰期，狭窄的街道上满是孩子。

从担任社区民警开始，每天的早晚高峰孙利都会带领

辅警轮流出现在几所学校门口维持秩序。孩子们见到

她，都会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致意。“向孙妈妈挥手致

敬的模样”一度成为校园征文和绘画征集的主题。多年

来，孙利的护学坚守已成为辖区学校的招牌，她和孩子

们微笑致意打招呼的场景，是渝北两路街头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小强是渝北区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妈妈很早

便离开了这个家庭，远走高飞去了外地，从此杳无音

信。小强的爸爸每日起早贪黑打工谋生，无暇顾及孩

子，小强平时就与年迈的奶奶共同生活在一起。

　　翻墙逃学、街头打架、小偷小摸……曾几何时，这

些行为让小强成为同学害怕、学校头痛的“问题少年”。

　　“青少年关爱驿站”挽救的对象就是像小强这样的

孩子，孙利把小强的情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始终用

心用爱用情帮教这个孩子。

　　小强虽然品行顽劣，但在孙利的眼中，他还有很强

的可塑性，只要抓准他的“症结”解决问题，这个孩子就

一定会转变。为了避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孙利去找小

强的时候都会脱下警服穿上便装，以朋友的身份与他

谈心交流，去发现孩子心中善良的一面。

　　去年年底，孙利尝试多种方法终于联系上了小强

远在外地的亲生母亲，让她抽时间多回来看望儿子，补

偿孩子缺失的母爱；每逢节假日，孙利都会和辅警一起

来到小强家中，送上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向小强的奶

奶了解最近家中的情况，叮嘱老人有事情就找派出所。

在孙利的关怀下，小强上课开始认真听讲，再也没有逃

学，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

百姓口中的“警察闺女”

　　“张嬢嬢，平时睡觉前一定要把窗户关好，可不能

感冒了哟。”“王爷爷，您的腿好些了没啊，平时走路一

定要注意……”

　　两路辖区“天爱阁”老年公寓生活着100位老人，每

次下社区路过敬老院，孙利都会陪老人们坐一会儿聊

聊天、打扫卫生、帮老人做按摩和康复训练等。

　　“逢年过节，孙警官都会提着水果牛奶送我们，一

次不落。说句心里话，就是自家的孩子也难做到啊！”辖

区70岁的王大爷说。

　　久而久之，孙利在老年人群体中有了一个“警察闺

女”的荣誉称号。“社区里老年人很多，如果有腿脚不便

的老人需要办理公安业务，孙利一定不会让他跑腿，都

是亲自上门，遇到急事难事，她都会及时出面解决。有

这样的社区民警，我们很安心。”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疏通社区改造“最后一公里”

　　去年起，两路街道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启动，为

老房子加装电梯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起初由于

大家意见不统一，费用分摊诉求也不同，改造工作陷入

僵局。

　　家住双凤路某小区一楼的张婆婆认为，加装电梯

会产生噪音，影响室内采光通风，还占据绿地空间，坚

决不同意加装电梯，为此还与高层住户多次发生口角

纠纷。

　　做通张婆婆的思想工作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孙

利既要摆事实、讲法理，还要动情感，用真情。她先是邀

请电梯公司专业工作人员来到张婆婆家中，为她讲解

电梯知识，打消老人顾虑；随后联合社区工作人员为她

宣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调解她与邻居产

生的纠纷，还为张婆婆申请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在孙利的努力下，加装电梯工程如期推进，老房子

重焕新颜，居民们终于实现了一“键”到家的心愿。

　　工作优秀的孙利，每当提起家人，却总会感到心酸

和愧疚。她是典型的“双警家庭”，夫妻俩忙起来的时候

完全顾不上家里。当她早晚高峰站在护学岗忙碌的时

候，自己8岁的孩子却正独自坐公交车回家。“儿子特别

懂事，他甚至学会了自己在家煮面条。”孙利说起孩子

不由得红了眼眶。

　　从警17年，孙利用自己踏实的工作证明了女警的能

量，使命在身，担当为民，警营中的女性是一股特殊的

力量。“我会踏踏实实做好点点滴滴的工作，当好孩子

们的‘妈妈’和老百姓的‘警察闺女’，不辜负组织和群

众对我的信任。”孙利说。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蒙绪顺

　　

　　“队员们请快速、有效控制嫌疑人，迅速带离现场！”符豪

拿着对讲机清晰果断地下达指令。

　　在海南省三亚市凤凰机场口岸，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凤凰边检站正在开展一场全要素演练。

　　符豪，凤凰边检站的一名警务实战教练员，也是大家眼

中不折不扣的“金牌教官”。

　　2006年，符豪入伍并成为原海南省边防总队教导大队的

一员。短短几个月的新兵培训，他很快崭露头角，成了同批战

士里的训练尖兵，他的任教之路也从那时开始。经过多年反

复打磨，符豪成为了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警务实战教官

团骨干成员，独立负责凤凰边检站警务实战组训任务。

　　2022年是全警实战大练兵“三年大提升”的决胜收官之年。

春节假期刚过，符豪立刻进入备课模式，牵头制定了凤凰边检站

全年的训练方案。由于每个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面对新警和其

他警务技能薄弱的民警，符豪对症下药，辅导他们熟练掌握技

能，结束全站大课又开始“一对一”小课，确保无一人掉队。

　　“良旭，步骤错啦，关保险、关保险！”一旁的同事焦急地

提醒道。在一次日常警务实战考核中，新警史良旭过度紧张

导致动作错乱，肢体不协调的他略显窘态。符豪看在眼里，也

记在心里。结束讲解后，又对史良旭进行加练。不断重复动作

要领后，史良旭慢慢形成了“肌肉记忆”，考核时变得游刃

有余。

　　“豪哥非常有耐心，对我们这种‘小白’总是能不厌其烦

地去指导。”史良旭告诉记者。

　　渐渐地，史良旭开始对警务实战技能产生了浓厚兴趣，

考核成绩名列前茅，从“吊车尾”逆袭成为了“示范兵”，并加

入凤凰边检站教官团出征警务实战比武。

　　除了“开小灶”，符豪还特别爱出“超纲题”。他知道如果

在训练中与操配手过度配合就会导致“训练”变成“排练”、

“演练”变成“演戏”，违背警务实战大练兵的初衷。“不按套路

出牌”的考核验收方式成为他日常练兵中的杀手锏。

　　在凤凰边检站一次例行口岸全要素处突演练中，预演科

目为“一旅客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秩序的迅速处置”。

　　“什么情况，前面怎么这么慢！你们怎么搞的！”民警扮演

的“闹事群众”按照事先准备的演练脚本开始预演，试图冲闯

关，处突小队迅速反应，将“闹事群众”控制并准备将其带离，

意料之外的一幕出现了，2号“种子选手”出现并上演通道“跑

酷”，这一突发情况令演练小组措手不及。

　　“口岸限定区域的突发状况有很多种，演练的时候千万

不能按剧本去走。”符豪对着处突小组指挥员说，原来刚才那

一幕是符豪设置的“彩蛋”。

　　“三个三”应急战术、隐藏力量点位布置法等，都是符豪

结合口岸环境研制的新型实战训练模式，大大提高了实战队

伍的处突能力。

　　2021年8月，符豪带领凤凰边检站警务实战比武队参加海口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首届警务实战比武，一举斩获团体第一名、

实战综合体能第一名，同时他自己也获得警务技能战术项目和

警务实战教学组训项目单项第一。凭借着突出的工作业绩，他还

被评选为国家移民管理局全警实战大练兵年度标兵个人。

　　“做教官，是我的本职工作，每做好一次教学工作，战友

在实战中就会少受一些伤。”符豪如是说。

  图① 符豪（左）正在向民警教授警务实战技能。

  图② 符豪纠正学员警务战术姿态。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供图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张蕾 顾轩

　　

　　4月的一天早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小营盘镇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老陈说事室”人民调解员陈金刚来到

乌拉斯塔布拉格村村民老李家的地里。

　　一到地头，就见土地承包经营商严某和马某正被老李和

几个村民围着。一看到陈金刚来了，大家迅速围拢过来，老李

说：“今天这价必须要涨，不涨就不给他(严某)包了。”

　　严某则说：“我和你们签的是3年期合同，你们不包了就

是毁约，我去法院告你们！”

　　陈金刚听了，不先说谁对谁错，而是说：“从法律角度来

说，你们相互都有权主张自己的权益，可从情理上说，这样僵

持着也不能解决问题，你们说呢？”

　　“听老陈的，老陈肯定有办法。”不知谁说了一句，这话引

起大家的共鸣，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

　　今年58岁的陈金刚已在基层工作了37年，多年的工作经

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农田里的事，从选种、耕

种到销售，他心里都有本明白账。

　　严某和老李等人的这起纠纷，村里已经组织协调了几

次，但双方都不肯让步。

　　他向严某确认：“去年承包土地种玉米，收成如何？”

　　“还不错。”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老李等人：“你们想怎么涨？涨多少？”

　　“一亩涨50元。”

　　陈金刚仔细看了土地承包合同，指出，虽然合同签了3年，但

约定具体承包事宜根据前一年的收成一年一议。

　　“如果你们谈不拢承包费，完全可以解除合同，重新找人合

作，现在还来得及，要是再拖一拖，错过春耕，种啥都晚了。”陈

金刚一番话，说中了大家的顾虑，双方态度都软了不少。

　　在陈金刚的协调下，与严某一同来的土地承包商马某表

示接受涨价后的承包费，严某也同意将土地转让给他，老李

等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这种纠纷在老陈这里总能迎刃而解。”小营盘镇党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赵心告诉记者，去年12月“老陈说事室”一

成立，陈金刚就收到一封感谢信，源于他此前调解成功的一

起农药损害蔬菜纠纷。

　　去年6月，多兰特布拉格村陈某某使用无人机洒农药，操作

不当，致使王某等人的蔬菜受损。陈金刚接到投诉电话后，迅速

组织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村警务室、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第一步固定证据，他和村两委成员现场测量、评估，确定

受损蔬菜面积为114.6亩；第二步采样鉴定，由镇综治中心邀请

相关专家对受损土壤采样鉴定，确定蔬菜受损确为陈某某所

致；第三步释法解纷，通过集中调解，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陈某某以每亩3500元损失费赔偿13户居民共计40余万元。

　　调解工作的窍门是什么？陈金刚说：“要懂田里的事儿，

懂农民的需求，抱着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目的，对谁

都不诓不哄，这就是我的秘诀！”

　　图为陈金刚（左）在调解居民矛盾。

“好妈妈”是她，“警察闺女”也是她□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刘璐璐 陈昶

　　

　　“如果有人要求你提供爸爸妈妈的手机

支付密码或者转账，你们会怎么办？”“坚决不

告诉，坚决不转账……”近日，在重庆市渝北

区实验小学操场上格外热闹，渝北区公安分

局两路派出所民警孙利正与孩子们围坐在一

起，为他们送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课。

　　一节课下来，孩子们听得意犹未尽，围着

她不断地询问各种问题，气氛热烈，其乐融

融。而这样的情景，在她服务的社区已经不知

道上演了多少场，孙利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

为“孙妈妈”。

　　今年39岁的孙利2005年入警，从警以来4

次获得嘉奖，两次荣获优秀公务员，2021年被

评为渝北区政法系统“为民服务模范”，2022

年被评为渝北区公安分局“三八红旗手”。

爱出超纲题的“金牌教官”

调解涉农纠纷，老陈有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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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①①  孙利护送孩子们放学。

    图图②②  孙利听取群众意见并做记录。

    图图③③  孙利为前来咨询的群众送上

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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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杨润涛（右）在查验车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