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22年１１２２月１１１１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邓春兰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郑成波

　　

　　“这个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注意倾听当事

人的倾诉，帮助当事人理清事实……”

　　“在现场，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观察现场特别是

当事人的一举一动……”

　　蓝色的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处警故事和心

得体会。这样的日记，舒德强已写了5本。

　　2018年，舒德强从部队转业至湖北省武汉市公安

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在光谷天地警务站从事

110接处警工作。

　　4年来，舒德强接处警万余次，无一起投诉。“小警

情连着大民心，只有以心换心，才能走进他们的心

里。”他的日记本上写着。

出警再快一秒

　　舒德强是警务站的“活地图”。

　　光谷天地警务站辖区30平方公里土地上有两个

街道、4个行政村、大小企业7923家，房屋100146间，点

多、线长、面广，是武汉警情最多的警务站之一。

　　复杂的社会环境练就了舒德强的好记性。“首先

是要知道警情在哪里，合理规划接处警线路，才能最

快到达现场。”他说。

　　9月23日凌晨1点，正在光谷创业街附近巡逻的

舒德强车组接到通知，称有人在光谷创业街“扯皮

闹事”。

　　舒德强立即调转车头，根据脑海里这个时间段的

道路情况分析，毫不犹豫选择走小路，仅用3分钟就赶

到现场。民辅警分工协作，迅速控制现场。检查双方伤

势后，舒德强固定证据，移交派出所处置。

　　日常巡逻中，舒德强总是留意辖区每处商业体、

住宅区、道路、人口密集区等标志性位置的变化，特别

是对每个时间段警情可能暴发的特性、道路交通状况

做到烂熟于心。

　　2月22日20点，一小区居民报警称，自己母亲胡女

士在网上做任务刷单不听劝阻，希望民警能帮忙阻

止。舒德强抄近路10分钟赶到，他反复劝说，胡女士仍

执意刷单。为避免产生经济损失，舒德强果断夺过手

机，此时她正欲转账3万元。

　　“我们警务站平均每天接处警70余起，最高峰

一天接处警132起。”光谷天地警务站站长罗友清

多次见到舒德强早上出站接处警忙到下午回来，

或下午接处警凌晨回来，没时间吃饭就买个包子

凑合。

　　每次忙完回来，舒德强都觉得“腿上像灌了铅”，

但仍保持“兵不卸甲”的战斗状态。“我们出警再快一

秒，群众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他说。

耐心更多一分

　　出警时分秒必争，到达现场后，舒德强却分外

耐心。

　　“一个警情，有时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面

的问题，甚至是立体的问题。”舒德强习惯把多年部队

工作经验和工科思维方式运用到接处警工作中。针对

不同类型警情，他提前做好应对预案，运用多种知识

予以解决。

　　今年6月，居民梁女士言辞激烈地报警称，她家保

姆虐待孩子，有监控视频为证。

　　舒德强没以警察身份简单粗暴地批评教育保姆，

而是调看监控录像、倾听双方说辞、分析前因后果，最

终排除了虐待行为。见梁女士拉不下脸向保姆道歉，

舒德强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工程学、法律知识等研

判现状，权衡不同处理方式的利弊，决定陪梁女士到

楼下散散心，耐心倾听她的忧虑。在他的开导下，梁女

士鼓起勇气上楼与保姆握手和解。

　　“越是小纠纷，当事人情绪就越容易激动，只有让

他们充分表达，把不满情绪宣泄出来，我们的话他们

才能听进去。”舒德强把每一次出警当成一次倾听机

会，帮助当事人理清事实，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和突破

口，以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法律解答、以人为本

的方式处理纠纷。

　　前不久，李某开车到一小区收废品时，将业主熊

某的车堵住了，双方协商时李某态度不佳，熊某愤而

将车停在对方车前后离开。

　　出警后，舒德强协调物业联系上熊某，劝他到现

场一起协调。他不偏不倚，展开普法宣传，算完违法成

本后，双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场不愉快的“路

怒”烟消云散。

　　4年多的110接处警工作，只要不是涉案警情，舒

德强都坚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在早、在现场，而不

是直接转到派出所一交了之。

　　“这样就可以把警力用在刀刃上，也可以让派出

所的战友们多一点休息的时间。”舒德强说。

正义向前一步

　　长期处在一线与群众打交道，舒德强对群众的感

受和期望格外在意。

　　“执法仪一开，现场说的话、做的事，都要能够经

得起执法和舆论的监督，这是敬畏警察这个职业，也

是对群众负责。”舒德强希望让群众看得到平安，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今年3月，27岁的孙钰琦拨打了人生中的第一个

报警电话。她在一水果摊上花9块钱买了一个菠萝，回

家切开后发现里面烂了半边。可商贩不仅不愿更换，

还出言辱骂威胁她。

　　见到舒德强带着辅警赶到，还没等问情况，委屈

的孙钰琦大哭了起来，她觉得“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是

带着光的”。

　　舒德强一边安慰孙钰琦，一边详细了解事情前后

经过。面对商贩蛮横的态度，舒德强一番教育，令其口

服心服，退钱并向孙钰琦道歉。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消费纠纷，但让我对警察有

了更新的认识，他们不像电影里的那样魁梧，却让我

感到了安全、给我带来了坚定的力量。”孙钰琦觉得，

在平凡生活的琐碎里，这就是英雄。

　　同样感到公平正义的，还有加油站员工何惠

玲。今年6月，何惠玲在一次夜班中少收了一辆车

的500块油钱，相当于她5天的工资。何惠玲通过挪

车电话联系客人，对方没有接听。她想报警，又很

犹豫：“500块钱，对警察来说会不会太少了？警察

会不会来？”

　　出乎何惠玲的意料，舒德强顶着烈日，第一时间

赶到加油站。在他的帮助下，当天下午车主补交了500

块钱。

　　日常工作中，不管是不是警察的职责，舒德强从

不和当事人说，“我们管不了”“这是没事找事”。

　　“从点滴做起，做一个执法有温度，一个被人赞誉

的、带光的警察。”这是舒德强的从警理想。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文/图

□ 本报见习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刘敬善

　　

　　“看着港湾岸边隐约可见的万家灯火，

听着外面海浪击岸的波涛声，我只能在船舶

因大风停航的时候，静静地思念多日不见的

你和孩子。”这是今年中秋节，山东省烟台市

港航公安局乘务警察支队乘警长肖政强写

给妻子的第24封信。

　　24年海上执勤，肖政强在客滚船上护送

430万人次安全回家，而自己却不曾与家人共

度一个中秋。每年中秋，他都会悄悄给妻子

写一封信放在抽屉里却从未寄出。他把这份

爱化作工作动力，用始终如一的坚守在89海

里的航程中为旅客平安出行创造良好环境，

和战友们一起守护着烟台至大连这一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的海上通道的安全。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2021年7月22日中午，肖政强正在对上

船旅客进行身份核实时，发现一名旅客神

情紧张，同时声称自己忘记带身份证。肖政

强警惕了起来，他一边不动声色询问该旅

客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看船票后暗自

记下其衣着及体貌特征。为了不打草惊蛇，

肖政强先将人放行上船，随后马上联系支

队进行身份核实。果然，这名旅客是网上通

缉的逃犯。肖政强和战友立即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抓捕。

　　打流窜、破现行、保安全，工作中的肖政强不放

过每一个细节。一班轮渡航行89海里、6个半小时，

每隔45分钟，肖政强就要对船舶的驾驶台、汽车舱、

机舱等6个重点部位进行巡逻检查、排除隐患，一趟

船往返一个来回，大约要用脚步丈量13公里。每天

晚上11点半，喧闹的渡轮渐渐安静下来时，肖政强

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喝口水。

　　为了更好地打击流窜犯罪，肖政强根据流窜犯

罪出现的新规律和特点，探索查堵追逃工作经验，

总结出了抓住“三个重点”、坚持巡逻“四勤”“五

看”、盘查“六不放过”的“三四五六”查堵工作法。

2013年以来，肖政强共抓获网上逃犯8人。

“三勤”工作法解纠纷

　　在冬季这一船舶晚点的高发期，由晚

点引发的货车司机拒绝下船矛盾冲突时有

发生。

　　2018年11月8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船

舶晚点。为提前做好预防工作，肖政强找到

经常乘坐这个航班、和自己较熟的几名货

车司机，通过他们了解司机们的思想动态，

并让他们向其他人员宣传法律知识。虽然

做了大量工作，船舶快到港时，仍然有几名

货车司机要求船方对他们因船舶晚点造成

的损失进行赔偿，否则到港后不下船。肖政

强立即将带头起哄的司机带离现场，对其

讲明航班延误的原因，以及滞留车辆舱带

头闹事的利害关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

导和教育，几名带头闹事司机不但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还被肖政强耐心的工作态

度感动，全部顺利下船。

　　“化解处理矛盾冲突要做到事前勤走

访、事中勤沟通、事后勤帮扶的‘三勤’。事

前勤走访能够提早发现矛盾隐患，事中勤

沟通要有工作耐心，事后勤帮扶能够推动

矛盾纠纷的彻底化解。”肖政强说。“三勤”

工作法有效提升了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

置群体性事件的成功率，2019年以来，肖政

强共化解各类矛盾100余次，妥善处置各类

群体性事件10余起，为船舶公司挽回经济

损失10万余元。

紧急时刻的暖心“守护者”

　　今年6月，在船舶航行巡逻期间，肖政

强接到一名旅客求助，同屋一名旅客呼吸

困难情况紧急。肖政强立即取来急救箱赶

到现场，发现该旅客已经失去意识。根据经

验，肖政强判定有可能是心脏问题，迅速在

急救箱找出硝酸甘油让其服下，并急忙找

来医生。5分钟后，这名旅客状况开始好转，

逐渐恢复意识。在医生确认旅客没有生命

危险后，肖政强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能处理好旅客突发性的应急事

件，肖政强专门学习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病

症的急救知识。经肖政强建议，轮船公司在

船上建立“小帮手”便民服务站，配备小药

箱、小工具箱等服务设施，开通陆船联动绿

色通道等服务举措，为旅客带来便利，打造

为民服务的窗口品牌。

　　24年来，肖政强工作在船上，没有朝九

晚五，没有周六周日，一个班24小时，到港

后继续下一个24小时，最长的一次他400多

天不能回家。2019年以后，为了关爱民警，

支队调整政策，可以为乘警轮岗，支队领导

主动找肖政强沟通，想帮他调换一个工作

压力相对轻松的岗位，但肖政强不愿意换。“干一行

爱一行，我喜欢乘警这个工作，我打算一直干到退

休！”肖政强说。

　　面对着茫茫大海，肖政强不得不强压对家人的

思念。2019年4月，妻子住院手术，恰逢有重大安保

任务，考虑到警力不足，肖政强没有请假，只在船舶

到港后到医院探望了已经手术的妻子。“没关系，我

懂你！”妻子的6个字让肖政强流下了眼泪。“队里哪

个人家里没困难？哪个人心理没压力？我无法安心

以私事为借口耽误工作。”肖政强说。

　　如今，53岁的肖政强依然坚守在烟台至大连的

航线上，在每天89海里航程的守护中诠释着一名人

民警察的忠诚和担当。

一个被老百姓赞誉“带着光”的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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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肖政强随船出海执勤。

  图② 肖政强利用工作间隙和家人视频

通话。

①①

②②

图为肖政强开展登船旅客信息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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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舒德强写处警日记。

  图② 舒德强（左）在巡逻。

  图③ 舒德强（中）和辅警处警。

本报通讯员 周继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