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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底，广东省深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筹建女子铁

骑队，毫无驾驶摩托车经验的

时春霞决定迎接新挑战。从无

数次摔跤到熟练驾驶摩托车，

从一点一滴熟悉路况到轻松自

如处置警情，从严格要求自己

到细致耐心带队伍，时春霞始

终一步一个脚印，在平凡的岗

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越是拥堵的路段，铁骑的效

能也就越明显。今年端午节，时春

霞带领队员在东部沿海高速巡逻

执勤，从容地在车流中穿梭。在短

短200余米的鹅公岌隧道里，短时

间内发生3起警情，车流一动不

动。时春霞立即组织警力分工协

作，快速对事故进行处置，引导车

主挪车，安排拖车将故障车拖移。

　　如今，时春霞已成为深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训练

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在她的带

领下，从日常巡逻执勤、接处警、

交通违法整治，到圆满完成各类

大型交通安保任务，队员们在车

流中穿梭、在骄阳下挺立、在暴

雨中坚守、在危险中逆行，传递

着女警柔性执法的正能量，展示

着新时代女警的精神风貌。

时春霞：铁骑女警一路护民平安

　　自1994年5月从警至今，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生态环境

保护分局猫儿山派出所民警杨伯

伦走遍了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深山老林，他全身心投入，

努力做好巡山护林工作。

　　杨伯伦每月与民警、护林

员一起进入原始森林核心区域

徒步巡逻至少15天，带上干粮早

晨5点多出发，晚上10点左右才

回到派出所。巡逻中，他们不仅

要观察是否有人进入核心区域

的踪迹，还要查看植物的生长情

况以及珍稀动物行走的线路，查

看保护区内界点有无异常。多年

来，杨伯伦与林区的64个自然屯

2366户农户签订《猫儿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状》，形成“一屯一网”“三户

联防”“一个村民就是一个岗哨”

的护林网格化管理模式。

　　在杨伯伦和猫儿山派出所

全体民警以及护林员的努力下，

猫儿山自2000年以来无重大涉

林案件，被命名为“全国保护母

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

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纳入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网络。

杨伯伦：专做“巡山护林”一件事

　　46岁的海南省海口市公安

局秀英分局五源河派出所所长

乔晋军被辖区群众亲切地称作

“老乔”。2004年之前，老乔是山

西省太原市公安局的一名骑

警。从马背上的警察，到海口市

公安局督察支队民警，再到五

源河派出所民警，老乔用真情

书写着为民情怀。

　　“如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首先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乔晋军向所里的民警辅警

说得最多的就是在为民办事中

要树立“沟通桥梁”的理念。

　　乔晋军在所里的巡逻车上

安装了扩音喇叭，专门针对砸车

盗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提

醒群众加强防范。这些安全提醒

成了辖区群众最熟悉的声音。

　　乔晋军还针对辖区物管小

区及企事业单位多的特点，深入

发掘保安力量的潜力，整合千余

名保安员，“保安联盟”应运而

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坚持“党

建带队建，党务促警务”，以制度

管事、管人，全面提升派出所的

各项工作水平，以身作则，五源

河派出所先后荣立集体三等

功两次。

乔晋军：用真情书写为民情怀

　　前不久，重庆市铜梁区公

安局东城派出所合理调解室

里，两名家长吵成一团。原来，

李大姐6岁的孙子与同学在学校

玩耍时，不小心摔断了门牙。社

区民警周和理见状，首先对学

校负责人做工作，讲明学校对

学生监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从孩子的友情出发，对双

方家长进行劝解。经过一天协

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何时与纠纷调解工作结下

“不解之缘”？周和理掰了掰手指

头，已有23年了。自1999年成为

社区民警起，婚姻家庭矛盾、邻

里矛盾、生产经营类矛盾，抑或

农村土地林地矛盾，经他化解的

矛盾纠纷已近万起。23年来，周

和理把辖区群众当亲人，在调解

矛盾纠纷中总结出合法、合理、

合情“三合”工作法。

　　2019年4月15日，“东城街道调

解委员会驻东城派出所调解室”

成立，群众工作经验丰富、威望高

的社区老警周和理被任命为调解

室负责人，调解室还以他名字的

谐音命名为“合理调解室”。调解

室成立以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000余起，调解成功率96%。

周和理：扎根社区调解矛盾纠纷

　　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刑事

侦查支队综合保障大队大队长

黄晨的微信名叫“警营创客”，

个性签名是“想别人不敢想、干

别人干不成”。喜欢挑战的黄晨

在农村派出所当户籍民警时，

曾连续3个月住在所里利用下班

后的时间为群众办理二代身份

证，一年照了4万多张相片。被调

到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文秘岗

位后，他又在文秘岗位笔耕不辍

13年，3次在全省公安机关文秘

实战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

　　黄晨和机器人“对话”、与大数

据“谈心”，在科技创新领域干成了

多项“全省首创”。他探索创新，现

已获得警用机器人相关专利5项，

自主研制了警用反恐排爆机器

人、侦查机器人、5G智能移动靶机

器人3个系列产品，而且成本比同

类产品下降了70%。

　　今年8月，由达州市公安局

黄晨警用机器人工作室研发的

5G智能移动靶机器人进入四川

省公安基层技术革新技能比武

决赛，并被省公安厅推荐参加全

国总决赛。

黄晨：“警营创客”初心如磐

　　2009年9月20日凌晨，贵州

省贵阳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

名年轻女子称自己被3个人抢

劫、轮奸。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民警朱允宏根据她的

描述画了几张画像，但女子都

说不像。后来，朱允宏发现女子

喜欢漫画，于是问她：“犯罪嫌

疑人像漫画里的什么动物？”女

子说：“长得像猪。”

　　朱允宏认真琢磨，对之前的

画像进行修改。他把画像蒙在自

己的脸上突然出现在女子面前，

女子大声说：“就是他！就是他！”

朱允宏立即将模拟画像提供给专

案组，专案组组织警力带着画像

开展走访。看守所里的一名在押

人员见到画像后，联想到了他熟

悉的秦某。9月20日下午，犯罪嫌疑

人秦某和另外两名嫌疑人被警方

抓获，三人对作案行为供认不讳。

　　结合这起案件，朱允宏摸索

总结出“2：8”模拟画像技战法，

即绘画技巧占2成，沟通技巧占8

成，神态高于形状、整体大过细

节的工作法，并在此后利用这种

技战法很好地完成了很多模拟

画像工作，保持了60%以上的完

成相似率。

朱允宏：潜心研究模拟画像技战法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公安局

城区派出所民警石林至今回忆起

1982年的那一天，仍然难掩激动。

那一天，正在读高三的石林得知

招录民警的消息后，义无反顾报

了名，成为警队的一员。

　　为尽快熟悉业务，石林积极

主动向老民警请教学习，每一起

案件办理他都抢着参与，每一次

边境巡逻他都走在前列，每一次

执行任务他都认真完成，不到一

年，他已成长为单位的骨干。

　　1994年8月31日，石林作为

专案组成员与战友配合伏击境

外毒贩，在战友遇险的危急关

头，担负追击任务的石林不顾危

险，冲锋在前、连夜追击，成功将

毒贩抓获。当听到战友牺牲的噩

耗时，他失声痛哭。

　　从那以后，石林更加坚定了，

他郑重写下：“经历了生与死、血与

火的考验，感觉总有一束光指引着

前进的方向，这束光也许就是组织

的呼唤、英烈的感召、使命的号令。”

　　后来，石林先后到看守所、

派出所工作，虽然不在禁毒一

线，但他依然利用之前在禁毒战

线积累的经验，为深挖毒品线

索、社区戒毒等工作贡献力量。

石林：忠诚守护边境安宁

　　格林村，西藏自治区墨脱县

背崩乡的一个偏远小村落。3年

前，林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

黄家斌主动请缨到格林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时，村民房前屋后是

各家拴的牛马、堆的木柴，牲畜没

有圈养，村子里散发着一股特殊

的味道……

　　黄家斌带领格林村党员干部

上山建起牧场，动员部分党员干

部和群众先把牛马圈养起来。当

看见牛马被圈养后，门前屋后都

干干净净的情景，其他村民也很

快转变了想法。于是，家家户户赶

着牛马上了山，村里整洁干净了

许多。黄家斌趁热打铁，带着村两

委班子把“人畜分居、门前三包”

等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中。

　　黄家斌积极奔走、规划。在组

建志愿服务队帮扶全村163名贫困

学生的同时，黄家斌多方沟通协

调，带领群众建设了茶园，开展藏

药、食用菌种植及蜜蜂养殖，推动

发展乡村旅游业，格林村群众人均

收入显著增长，日子越过越好。

　　3年来，格林村实现了从环

境脏乱到整洁秀美的转变。更重

要的是，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全村人都焕发出了精气神儿。

黄家斌：全力以赴助力乡村振兴

 　1989年7月，樊有宏进入陕西

省洛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成为

一名刑警，1990年3月被派到公安

部参加培训，专门学习指纹、足

迹、痕迹等刑事技术，成为全省屈

指可数的刑事技术人才。

　　2015年，洛南县连续发生群

众粮食被盗案件。嫌疑人专挑家

中无人的农户下手，把粮食盗窃

一空。樊有宏赶到案发现场勘查，

发现嫌疑人戴手套作案未留下明

显痕迹。他经过多次全方位观察

和模拟，终于在一个茶几边缘的

背面提取到3枚模糊的指纹。经过

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贺某，系列

粮食被盗案成功告破。

　　“我与樊有宏共事19年，只要发

案他第一个冲到案发现场勘查取

证。有时办案民警还在路上，他就通

过勘查案发现场把案子直接破了。”

洛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二级技术

主管张勇说。一次，樊有宏带领民警

勘查战国墓葬群被盗掘现场，冒着

危险成功提取到作案工具。

　　“他是当地刑侦战线的‘幕

后英雄’，踏踏实实，默默奉献，

也是破案的‘定海神针’。”洛南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胡小

勇这样称赞樊有宏。

樊有宏：刑侦战线的“幕后英雄”

　　2021年10月12日18时许，甘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公安局裕河

派出所辖区凤屏村村民贾某军

报案称，其母贾某于11日中午去

邻村走亲戚，后经确认母亲并

没有到亲戚家，不见踪影。

　　通过了解，有村民看到贾

某穿过村里树林走小路上山

了，眼看着天黑了，刻不容缓。

裕河派出所综合室主任刘汉朝

带上手电等装备，与1名同事沿

着山路寻找，天蒙蒙亮时终于

找到了走失老人。老人嘴唇乌

青，衣服湿透，刘汉朝忘记了

寒冷、疲惫，背起贾某立即往

回走。

　　刘汉朝工作的裕河派出所，

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辖区

面积270余平方公里，有10个行

政村37个自然村。刘汉朝既担任

综合室主任，又承担驻村工作，

按群众的说法，他是所里的“大

忙人”。给村里老人顺路扛捆柴、

修电线、送证上门等就是他几乎

全部的业余生活。多年来，刘汉

朝与辖区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

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刘汉朝：群众眼中的“大忙人”

　　2020年10月，阿旺丹德被任

命为青海省达日县公安局满掌

派出所负责人，这对他来说既

是荣誉也是压力。作出令老百

姓满意的成绩，成了阿旺丹德

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接过老所

长的接力棒，不断壮大群防群

治队伍———“哈达义警”。

　　在满掌乡，提起“哈达义警”，

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

指，这支队伍由当地居民组成，从

最初的几人到现在的70余人，阿

旺丹德做了大量宣讲工作招募队

员，其中不乏一些基层经验丰富

的老党员。他们通过唠嗑发现矛

盾纠纷线索，通过普及政策、宣传

法律了解掌握社情民意。“哈达义

警”会根据派出所统筹部署在所

属片区有效解决居民矛盾纠纷。

　　面对难以化解的矛盾纠纷

及严重影响辖区稳定的问题，阿

旺丹德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

创新建立多元化“糌粑矛调室”，

推动“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在满

掌落地，实现了苗头性矛盾纠纷

当场解决，不耽搁、不拖延、不留

隐患。2021年至今，依托“糌粑矛

调室”“民调入所”调解矛盾纠纷

30余起，调处成功率达100%。

阿旺丹德：高原上的平安守护者

　　为更好地化解辖区居民的家

庭矛盾纠纷，打造平安环境，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

局大新镇派出所民警袁芳从家风

传承上下功夫，积极组织开展“平

安从和谐家庭开始”活动，邀请社

区评选的“好媳妇”“好婆婆”现身

说法，为有矛盾的家庭“把脉”。

　　袁芳还创新提出“六方联

调”模式，由派出所、法院、司法

所、综治办、信访办、群众代表针

对具体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力争

做到合法、合情、合理，聘请律师

和公证员作为“特邀调解员”，把

警务室变成家门口的“模拟法

庭”，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防范

在源头、化解在萌芽。她被辖区

群众亲切地称为“石榴婶”。

　　辖区居民小王和妻子小马

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小王一

时冲动打了小马，小马伤心不已

向袁芳求助。袁芳巧用自己总结

的“背对背+面对面”方法，先让

夫妻双方分开，然后分别和他们

聊天谈心，帮助他们认真分析问

题，平复双方激动的情绪，进而

再安排面对面交流，提出解决方

案。经过耐心调解，夫妻二人最

终互相理解，和好如初。

袁芳：百姓心中的“石榴婶”

　　“一定要把训导员工作干

出个样儿来！”2011年底，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新源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民警潘金磊脱下军装

穿上警服，骨子里有一股韧劲

的他将全部精力扑在公安工作

上，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警犬

训导员。

　　2013年3月，潘金磊前往公安

部昆明警犬基地参加追踪犬技术

培训，并领到自己的第一只警犬

“英雄”。在前期的考核中，潘金磊

和“英雄”分数垫底。潘金磊一边

认真学习相关知识，一边补短板，

不断提高训犬技能。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结业考核中，他和“英雄”

拿到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

　　10年间，潘金磊和他的警犬

先后在各级警犬比赛中屡获殊

荣。他发明的“可遥控开启的放

犬栓扣”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他总结出一套人犬结合快速

发现违禁包裹的方法，被同行们

广为借鉴使用。

　　10年间，潘金磊总结训犬心

得，先后撰写警犬训练相关论文

15篇。他刻苦钻研业务，逐渐成

长为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有丰

富带犬经验的专家。

潘金磊：从“门外汉”到训犬专家

　　2013年，覃锋踏入警营，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2020年1月17

日，覃锋主动请战前往塔克拉玛

干沙漠西缘执行边境执勤任务。

高原缺氧、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在

连续巡逻两天后，覃锋逐渐出现

头晕等高原反应。坚持执勤的他

第五天清晨面色苍白、直冒冷汗、

身体颤抖，战友连忙将其送往医

院。在被抬上急救车时，覃锋已处

于昏迷状态，但手里仍紧紧握着

自己的执勤配枪，在场的战友无

不动容、眼眶湿润。后经医院紧急

会诊，覃锋被确诊为高原反应引

发的双肺感染、肺水肿，被送进了

重症监护室。

　　2022年4月，覃锋担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喀什垦区

公安局前海镇派出所所长。调解

矛盾纠纷、抢险救灾、关爱孤寡

老人……他带领派出所民辅警

一心一意为民服务，保民生护民

安。覃锋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心怀大爱，捐资助学、传递温

暖。今年高考前夕，覃锋将自己

荣立个人一等功获得的奖金捐

给四十五团第一中学，用于为学

生们购置学习、体育用品，鼓励

大家为实现梦想努力拼搏。

覃锋：永葆忠诚为民赤子之心

 　从青藏高原退伍的曾芝强，

1993年只身来到厦门火车站当保

安员。曾芝强坚信再小的岗位都

能干出成绩来，他给自己定了目

标，每日学一点，争取天天有进步。

当保安员10年，曾芝强在平凡的岗

位上练就“火眼金睛”，协助破获刑

事案件380多起、查获各类枪支65

支、抓获网上在逃人员237名。

　　因为成绩突出，曾芝强被评

为全国首届“十佳保安员”，2004

年被破格录用为铁路民警。为了

更快提升工作能力，当班时，他

跟在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身边用

心学习，潜心钻研查缉本领，在

实战中锻炼自己。从警18年，他

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名，其中网

上在逃人员310名。

　　2021年9月，曾芝强转岗成

为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公安处

乘警支队的一名高铁乘警。他积

极探索创新，将“枫桥经验”带上

列车，在列车上创建“曾芝强服

务岗”，用心用情为旅客纾困解

难；与15名青年乘警结对子，在

16趟旅客列车上普及推广“曾芝

强服务法”，赢得广大旅客赞誉。

曾芝强：在平凡岗位练就“火眼金睛”

　　从警20年来，南京海关缉私

局侦查处处长徐娟始终以巾帼不

让须眉的气魄迎难而上，奋战在

打击走私犯罪的最前沿。一起走

私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拒绝交代违法行为，案件侦办工

作陷入僵局。在对1300余航次材

料进行抽丝剥茧般梳理后，徐娟

发现船长在免税卷烟供应单证上

的签字有问题，初步判断有人伪

造了船长签名并偷盖了船章。徐

娟反复推演、排查，依旧没有头

绪。为了拨开迷雾，她套上防护服

又一次登上外轮，询问船长、船

员、查阅闸口人员登记簿……最

终她将目光锁定在办理船舶进出

境（港）业务的代理人员身上。通

过工作，多名代理人员交代了收

取好处费并偷盖船章、模仿船长

签字的作案事实，两名主要犯罪

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该案最

终查证走私卷烟9.2万条、案值约

1900万元，这是徐娟日常工作的

一个缩影。

　　正是出于对缉私工作纯粹

的爱，徐娟始终坚守侦查一线，

即使身患癌症，也从未改变她的

初心。她坚韧而执着，成为海关

缉私一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徐娟：海关缉私一线的亮丽风景线

　　2013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

新疆管理局公安局喀什监管局

空防处民警程万里坐上火车一

路向西，经过两天一夜，前往

3000多公里外的单位报到。驻地

新疆喀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

西缘，气候干燥，年平均降水量

不到100毫米，一年四季沙尘不

断。在入警仪式上，他坚定地表

示：“扎根祖国边疆，青春需要奋

斗才能迸发耀眼的光芒。”

　　近5年，春节假期程万里没有

回过一次老家；每逢节假日他总

是第一个报名留守值班；他走遍

了辖区大大小小的单位，用脚步

丈量了所有机场的飞行区围界。

10年来，他累计开展空防安全监

察200余次，涉及航空安保、消防

救援等3000多个检查项目，发现

问题隐患320多条，下达整改通知

书百余份，参加航空安保审计数

十次，编写工作简报千余份，督促

隐患整改完成率高达98%。在他和

战友们的不懈努力下，新疆南疆

地区机场安保管理能力不断提

升，机场社会面治安防控态势持

续巩固，航空安保队伍业务技能、

实战能力有效提升，连续10年未

发生空防领域不安全事件。

程万里：扎根边疆绽放青春光彩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展

现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以自己

的专业技能守护平安空港。”这

是首都机场公安局反恐怖和特

警一支队民警符世彻的座右铭。

2008年，他参加公安工作，走上

警犬技术岗位。“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是符世彻训犬的日常写照。

　　在日常工作中，符世彻发现

搜爆犬在航站楼内执行旅客行

李物品检查任务时，每工作10到

20分钟就会出现疲惫状态，这是

由警犬的生物特性决定的。面对

偌大的航站楼和数量庞大的旅

客行李，按照传统的搜爆犬工

作方式，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任务难度很大。符世彻把研究

和解决警犬技术在民航领域的

实战应用问题作为切入点，和

同事们一起研究推出了搜爆犬

“巡检”和“驻检”两项贴合民

航机场实战需求的实用型新技

术，有效提高了警犬工作的耐

力和效率。2013年，他参与并完

成相关应用研究课题立项，其

中“巡检”和“驻检”两项警犬

技术研究成果已在全国部分机

场落地推广。

符世彻：钻研警犬技术守护机场平安

　　“感谢人民的好警察让我的母

亲得以魂归故里！”今年4月中旬，

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刑事侦

查支队民警陈宇收到了寻亲家属

周某青寄来的感谢信和锦旗。周某

青感谢陈宇在长江九江段找到了

他失联数月的母亲的遗体，更感谢

他全程陪伴、开导，协调办理手续，

帮助母亲顺利“回家”。这是陈宇用

心用情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每一次勘查检验，陈宇都全

力以赴，不放过任何一处微小细

节，不仅大幅提高了未知名尸体

查明率，还多次协破命案。2019

年4月底，陈宇在处置一具高度

腐败男尸的过程中，发现尸体与

通报协查的一起命案嫌疑人特

征高度吻合。他立即开展检验比

对，为命案攻坚打开突破口。

　　九江分局成立了陈宇工作

室，陈宇带领分局法医团队积极

投入法医技术室标准化、正规化

建设，与同事们共同钻研硅藻检

验技术，赋能新时代警务工作。

　　陈宇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

人民的初心使命，负责处置的案

事件无一起涉诉涉访，他以一种

特殊的温柔守护着长江和沿江

群众的平安。

陈宇：用忠诚担当护佑长江安澜

　　2009年，王微来到西藏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山南边境管理

支队加玉边境派出所工作。那时

派出所刚成立，正在修建营房。

面对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

个积极乐观的东北小伙迎难而

上，扎根边陲、戍边为民。2014

年，王微在一次走访中了解到，

庞村村民生活供水管道修建在

山的阴面，每年冬天天气寒冷，

管道结冰无法供水，村民只能到

河边背水度日，生活极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微经过多

次调研，并前往市、县相关部门

汇报协调，最终争取到工程建设

费，在山的阳面建成了通往家家

户户的自来水管道，解决了庞村

村民冬季饮水难的问题。

　　2021年6月，王微调到山南

边境管理支队玉麦边境派出所

担任政治教导员，截至目前，

他排查化解各类隐患、纠纷17

起、提供救援帮助27次，玉麦乡

连续11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

案”，警民双向熟悉率、群众满意

率均达100%。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整理  

王微：戍边为民的忠诚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