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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娃们都回去吧，这两天收拘任务重，那几个情绪不

稳定的在拘人员要重点关注，我明天回去再谈一次话。”

　　这是躺在医院急救室的李应存留给战友们最后的叮

嘱。谁都没想到，3个小时后，他就永远离开了。

　　2022年7月13日，山西省朔州市拘留所二级警长李应

存值班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56岁。

　　5年武警经历，33载警察生涯，扎根基层派出所13个

年头，坚守公安监管一线20个春秋，李应存用平凡写就了

伟大，用生命铸就了丰碑。

　　1989年从部队退役后，李应存被分配到朔城区看守

所工作了3年，之后在朔城分局南城、小平易派出所工作

13年，2005年再次回到看守所工作，2020年被调到了朔州

市拘留所。

　　“老李是‘老监管’，经的事多、责任心强、考虑得细，

是监所安全的‘压舱石’。”朔州市拘留所所长白一兵这样

评价李应存。

　　刚调到拘留所没多久，李应存就处置了一起突发

事件。

　　一次带班时，李应存收押了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

疑人祁某。“情况不对，抓紧送医！”突然，他发现祁某有异

常反应，便第一时间联系医院做了相关指标化验，随即将

其送医救治。

　　“要不是老李敏锐察觉、果断处置，肯定得出事。”回

想当天的事情，白一兵感慨，这是多年工作经验练就的火

眼金睛啊！

　　在岗一分钟，就要安全六十秒，这是李应存常挂在嘴

边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收拘时，李应存总会把违法人员信息详细地记录在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把每个违法人员的身体、家庭、心

理情况写在监控室的白板上；人身安全检查时，他总是亲

力亲为、细致入微；谈心谈话时，他总能切中要害，直击心

灵；安全巡查时，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细节，小小的

监区每天至少走1万多步；他专门把办公室选在离拘室最

近的地方，把监控屏幕摆在办公桌上，对讲机从不离手，

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为把好监所防疫关，他更是以所为

家，所领导劝他轮休，他总是眯着眼说：“在所里更踏实。”

　　“他看待在押人员就像对待犯错的孩子一样。”朔州

市看守所老所长彭连平回忆，每年所里组织在押人员给

管教民警测评打分时，李应存一直都排第一。

　　在拘留所工作不到两年时间里，李应存总结出“倾

听、谈心、规劝、讲

法、暖心”的谈心谈话“五步法”，两年

累计完成4500多名违法人员的精准帮教工作，成为收拘

人员最信任的“知心大哥”。

　　他创新了重点人员拘留所—派出所“所所（队）衔

接”工作机制，先后下达解除拘留人员实行继续管控建

议通知书34份，将教育转化工作延伸到社区，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中，帮助违法人员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瞧，那就是老李的车。”朔州市拘留所教导员陈国

鹏指着楼下停车场一辆老式桑塔纳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

　　李应存出身农家，妻子没有工作，多年来就靠他一个

人的工资养家，日子过得很清贫，那辆花几千块钱买的二

手车是他唯一一件“奢侈品”。

　　在看守所的十多年，李应存做过管教和后勤，从来都

是公私分明，“找关系、投门子”的一律被拒之门外，亲戚

也不例外，很多人称他为“一根筋”。

　　“采购原料他一定是跑遍市场货比三家，每天送来的

食材，他都要亲自验货、过秤，入库，出库、加工每个环节

他都亲力亲为，每张单据凭证他都要反复核对。”曾在看

守所负责库房保管工作的刘志伟回忆起和师父一起工

作的日子说，“师父总说大事小事都是要命的事，啥时候

都要对单位负责，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

　　一次，供货商送来几十斤豆腐，李应存验货时，发现

已经放在秤上的豆腐块上挂着不少冰渣子。他愣是起身

去巡查监所，一个多小时后等冰渣子融化后才回来

过秤。

　　“看，这一下就少了好几斤。”想起李应存憨厚亲和

的笑脸，刘志伟泣不成声道，“师父对我们工作上要求很

严，生活上非常关心，再也吃不到他包的饺子了。”

□ 本报记者  郑剑峰

□ 本报通讯员 王小东

　　

　　10月10日，一场简单而庄重的党员民警“政

治生日”仪式，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

西安乘警支队党员活动室举行。这天是裴连荣

“入党40年”纪念日，他是西安铁路公安处1700

余名在职民警中党龄最长的一位。

　　裴连荣是西安乘警支队老民警，还有两个

多月就将退休。

　　翻开他的履历，17岁应征入伍，在新疆军

区守备师服役5年，19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1岁退役后进入公安系统。入警后他从一名普

通民警做起，先后担任过所长、乘警长、副大队

长、教导员。

　　今年1月，59岁的裴连荣从领导职位退岗，

单位劝他休整，裴连荣却主动申请前往值乘时

间长、警情复杂的既有线列车上继续当一名乘

警。哪趟车警力紧张、哪趟车执法环境复杂、哪

个区段疫情防控形势紧，裴连荣忙碌的身影就

出现在哪里。不论值乘哪次列车，车厢巡逻、安

全宣传、站车查缉、服务旅客、联勤联动等，裴

连荣从不缺席，他似乎不知疲倦，就像一面流

动的旗帜，感染着和他共事的其他民警和列车

职工。

　　今年3月，因一次意外造成裴连荣腰部扭

伤，他休养几天便又束着执法“8件套”上了车。

　　“乘务安保干了大半辈子，把从警最后半

年留在车上心里很踏实。”质朴话语间流淌着

老党员最长情的告别。

　　在列车上值乘时，裴连荣把多年来积累的

列车安保管理经验手把手向青年乘警传授；他

“打破常规”，对列车群防共治注入新理念；他

“适应常态”，开展疫情防控演练，守牢列车主

阵地；他“亮明身份”，把临时党支部建在车班，

凝聚坚强堡垒。

　　值得一提的是，裴连荣还三次当选公安处

党代会代表。在履职期间，裴连荣只要有空就

在办公室、派班室、站台上和各次列车乘警交

流，听他们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和提升执法质量

的建议，记录簿足足有十几本。由他参与反馈

的“向既有线列车配备安全员”“改进乘警执法

记录使用管理流程”“义务保管袋解旅客出行

困扰”等13项提案，采用后成效立竿见影。

　　2012年前后，在连续多年春运到车厢返乡

进城务工乘客中蹲点后，裴连荣提议的“列车

义务保管袋”爱民服务品牌一经推出，深受旅

客群众欢迎。列车乘警为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和

贵重物品的返乡旅客保管辛苦一年的“血汗

钱”，解决了他们乘车期间后顾之忧。据了解，

10年来这一服务项目累计为1300余名旅客保管

现金10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姜光鑫

　　

　　在云南省弥勒市竹园镇，有这样一个人民调解员，20

年如一日坚守调解工作的初心和使命，把调解工作当成

工作生活的一切。他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000余件，将不稳

定因素化解在“最基层”，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他，名叫余林。

代课教师成为调解员

　　余林出生于1965年2月，是竹园镇土生土长的村民，

今年57岁的他，看上去精神饱满，衣着整洁，仪态端庄，佩

戴在胸前的人民调解徽章格外显眼。

　　龙潭村委会位于竹园镇北部，多年前，村民因土地补

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度成为弥勒市的上访村。2002年1

月2日，在龙潭小学当代课教师的余林临危受命，担任龙

潭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弥勒市司法局副局长陈明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上

任之初，既没有调解经验，也无人指导，余林凭借自己早

年参加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完法律专业专科和

本科全部教材的经验，边学边调。他还买了一些调解方面

的书，每天深夜挑灯苦读。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余林走遍

龙潭村各小组熟悉情况，宣传法治知识，跟上访户交心

谈心。

　　“一年下来，他跑了上百个纠纷现场，搞了数十场法

治宣传，整整跑坏了两双鞋，成功化解了94起各类纠纷。”

竹园镇镇长刘秋敏介绍，这其中，余林调解的一起老人赡

养纠纷案让他印象深刻。

　　龙潭村一小组村民83岁的老人白存仙（化名），老

伴去世多年，5个儿子和1个女儿你推

我我推你，对老人

不管不问，老人住的一间破草屋倒塌后，只能在外流浪，

一个人背着锅向别人讨米过生活，晚上住在破庙里。

　　余林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到破庙，找到了饥寒交

迫的老人，看到余林后，老人老泪纵横，哭着说：“法官，救

救我。”余林含着泪表示要送她回家，老人说，我暂时不回

去，等解决好了再回去。

　　当晚，余林便召集白存仙老人的6个子女到村小组办

公室进行调解。整整4个小时，才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深夜2点25分，7位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并签了字，白存仙

老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回到家中，鸡都叫了，但余

林并不感觉疲惫。

　　事后，余林在自己撰写的《我的调解故事》中这样写

到：“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老人给我下跪求

我调解的画面，这个画面产生的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我

从事调解工作，历经挫折，不改初衷，肩负调解使命。”

调解纠纷要依法有据

　　“调解纠纷依法有据 为民解忧促进和谐”……2019

年，余林担任竹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在他不

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挂满了鲜红的锦旗，每

一面锦旗的背后，都记录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2021年，一名贵州籍的农民工找到余林，请他帮忙调

解。原来，这位农民工在弥勒市的一个项目工地做工，工

作中伤到了脚，项目方却说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伤的，不愿

按工伤处理，他在弥勒市举目无亲，后经人介绍才找到了

余林。深入了解情况后，余林带着农民工先后三次与项目

方对接，最终项目方一次性付给农民工51000元。事后，这

位农民工兄弟专程来到余林的办公室，送上一面“金牌调

解为民解忧”的锦旗。

　　“余林热爱调解，对调解充满激情、充满敬畏，哪怕是

一件很小的纠纷，他都十分热心，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争

议。”刘秋敏说，20年来，每天天不亮或是深更半夜，余林

的电话都会不定时地响起，大多是找他调解邻里纠纷的，

他从不敢耽误，在龙潭村委会14个村小组，无论哪个小组

发生纠纷，他最多15分钟就能跑步赶到。由于接打电话

多，他每个月电话费最低200多元，最高的一个月将近400

元，移动公司曾多次打电话跟他核实，说他一个农民，每

月的话费却居高不下，问他是干吗的，余林自豪地回答，

我是一名人民调解员。

　　据了解，余林的家庭并不富裕，多年来，他一直任

无薪专职调解员。平时，他和妻子李苏映还种着6亩地。

下田干活时，只要一来电话，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锄

头、镰刀，有时甚至来不及洗一洗腿上的泥巴，就赶赴

现场调解，田里的活计，只能出钱请人干，田地每年的

收入，除去成本只有1万多元。近几年，竹园镇出台政

策，经他调解的纠纷，书面协议每件补助40元，口头协

议每件补助20元，他家的经济才宽松了一点。

由于调解工作需要，余林还

自己花6000元买了一台索尼摄像机，由妻子拍摄了2000

余个纠纷调解视频。

　　“在20年的调解工作中，因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余

林见了不少，也曾多次置身于危险之中。”弥勒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兴武回忆起一个案子。几年前，竹园某村两

家人因烟囱的小事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邀约

了20多人对峙着。余林接到电话赶到现场，尽量平复双方

的情绪。突然，双方人员中有人起哄，开始动手，相互扔砖

头，正在人群中调解的余林突感一阵凉风从脸颊划过，原

来是一块砖头，只差几厘米就砸中他的头。最后，经过他

两次主动上门调解，两家人矛盾才得以化解。

热爱调解也擅长调解

　　“在我解决第3000个纠纷的时候，依旧和解决第一个

纠纷一样，全力以赴，对调解充满热情。我热爱调解，也擅

长调解，对创造性的调解程序着迷，自创不同风格的调解

技巧，为群众做好调解服务是我的追求。”余林自豪地说。

　　记者注意到，在余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摞笔记本

和一个小小的记事卡，上面记满了他经手的调解案件和

调解进度，如果是没有调解完成的，他就用红笔做标记，

密密麻麻的红字，时刻提醒着他。

　　“多年来，他从不积压案件纠纷，总是一个一个化

解。”陈明说，余林调解跑的次数最多的一个纠纷，是一户

人家因为婆媳闹矛盾，他一直放心不下，通过12次亲自登

门调解，最终成功化解矛盾。

　　余林把纠纷调解当成一门工作艺术，始终走在追求

尽善尽美的道路上。2020年5月，余林参加了弥勒市委政

法委组织的心理疏导培训班。之后，他将心理学知识运用

到人民调解中，成功化解各类纠纷169件，调解率超过

95%，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调解方法，被他定义为“读

心式调解法”。陈兴武介绍，通过多年的调解，余林还自创

了“调解四步走、一条龙服务法”“庭审式调解法”“自然调

解法”等多种调解技巧。

　　2002年至今，余林成功化解3000余起各式矛盾纠纷，

其中涉及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合同、侵权赔偿、

劳动、村务管理、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交通事

故、物业、医疗等领域，调解率超过92%。余林还将每一起

调解的案件纠纷整理成卷宗，整整100万字之多。

　　近年来，余林除了与竹园镇1个社区9个村委会108个

村小组干部交流自己的调解经验外，还受邀到弥勒市各

乡镇以及红河州各县市讲解调解技巧，将自己20年的调

解经验倾囊相授，为人民调解的整体发展贡献力量。

　　2016年9月，余林所在的龙潭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被评为“市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2018年6月，他获得“全

省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余林被市人大常委

会连续两届任命为弥勒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和特邀调

解员。

  图① 余林（右三）深入村寨调解矛盾纠纷。

  图② 余林在工作室研究案卷。

本报通讯员 汤育北 摄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周游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县中蒙边

境戈壁山区，驻扎着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昌吉州边境管理支队大黄水泉边境

派出所。这里的水盐碱度高，入口苦涩，水

色发黄，而派出所临泉而建，故名大黄水

泉边境派出所。

　　民警许幼龙，一个来自燕赵之地的河

北小伙，24岁时从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毕业

分配到了大黄水泉边境派出所。

　　来派出所报到那天，许幼龙从木垒县

出发，一路穿行戈壁荒滩，颠簸了6个多

小时。

　　上班的第二个月，望着茫茫戈壁，许

幼龙心中的焦虑感油然而生。一天早上，

所长问他：“着急了？”他在院子里看了一

眼面前的山，回头望了一眼背后的山，没

有吭声。所长说：“走，带你去个地方！”

　　所长开车在戈壁上跑了3个小时，看

见了一栋孤零零的平房立在戈壁滩上。这

里就是黑沟执勤点。

　　此时正赶上饭点，副所长在炉子边

做饭。

　　“赶紧喝点水！”副所长倒了两杯水递

给他们。

　　一口下去，苦涩感让许幼龙皱起了眉

头。随后，他和副所长一起做饭。他从一个

发黄的大水桶里舀了一盆水，半小时后，

土豆萝卜汤面好了，吃进第一口，便觉一

股碱苦味在舌尖萦绕。许幼龙抬起头，看

到大家都习以为常，吃得津津有味。

　　“这里的水要从130公里外拉过来，是

盐碱水，所以桶是黄的，水是苦的，为了节

约，这里的水都是‘一条龙’使用：一盆水，

洗脸、洗脚、冲厕所；一盆水，洗菜、洗手、浇地。”副

所长告诉他。

　　许幼龙人生中尝到的第一碗“苦水”，是在祖

国边境上，留下的是不可磨灭的记忆。

　　回来的路上，许幼龙对所长说：“所长，我

想到边境一线去，去寻找我心中的

答案。”

　　两天后，许幼龙来到了黑沟执勤点，

副所长成了他的师父，带着他开展半个

月的边境巡控工作。

　　白天，他们沿着边境线铁丝网一段

一段巡逻，逐个检查防控摄像头。夜晚，

副所长教他如何开展夜巡、使用夜视仪、

处理边境突发事件、记录档案台账。

　　为了能尽快融入哈萨克族牧民的日

常生活，方便交流，许幼龙每天学习相关

规章制度之余，还向护边员学习简单的

哈萨克语，与老护边员交流巡边经验，同

住执勤房，同吃一锅饭，通过“沉浸式”体

验，很快便融入了大家的生活中，提升了

自身管边控边的能力。

　　2020年冬天，边境线上一施工车辆遭

遇8级大风发生侧翻，许幼龙带领护边员

及时赶到，救出了被困司机，当时司机肩

膀剐出一道近10厘米的伤口，肩膀胸膛全

是血。许幼龙帮他简单处理了一下后，立

即用执勤车辆将其送到木垒县治疗，下

车时司机紧紧抱着他流着泪说：“没有你

们帮助，也许我就没了。”

　　通过学习、锻炼，许幼龙被派出所任

命为边境管控队队长，成为单位最年轻

的队长。

　　2021年2月15日，中央电视台“我在这

里挺好的”栏目播出了大黄水泉边境派

出所民警春节期间在风雪中坚守边境的

视频。许幼龙在老家河北衡水的未婚妻

王玉和家人都看了节目，看到了他坚守

一线的刚毅面庞。

　　王玉说：“在那么远的地方，能够坚

守边境，我更加认定许幼龙是一个讲忠

诚、有担当、能奉献的人，是个值得我托

付终身的男人。”今年3月，许幼龙和王玉

举办了婚礼。

　　如今，派出所门前修通了柏油路，执勤点接通

了长明电，换上了净化水设备，民警住进了新的执

勤用房，全域接通了4G网络，以前“途中飞沙走

石”“单位用电看天”“点位苦水生活”成为了历史。

　　许幼龙说：“说不想家是假的，但是一想到有

我们在这里，家人们能够在远方安稳生活、踏实睡

觉，就觉得值了！”

  图为许幼龙清理被困车辆周边积雪。

  昌吉州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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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应存生前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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