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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文/图

　　脚下的城市灯火璀璨，蜿蜒的巴河像一条

流光溢彩的彩带在寒夜里不断飘动。1月21日午

夜，正是除夕大年夜，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巴州

区分局西城派出所所长杜虹霖带领一组民辅警

静静地在巴中主城区的南龛山头值守。山头寒

风呼啸，夜间温度低至罕见的零下1摄氏度，大

家警惕地打量着四周，主要防止在禁燃区可能

燃放烟花爆竹带来潜在的风险。

　　飞霞阁上的钟声在零点准时响起，农历新

年到来了。禁燃区外的远方天空绽放出绚丽的

烟花。已经在寒风中值守了4个多小时的杜虹

霖看了看周围大片的红色遗址和管所，暗自松

了一口气。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秦巴生态名城、四川

省唯一的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巴中红色资

源和历史文化遗迹众多。

  春节期间，重点看护好红色管所是杜虹霖

和战友们的职责和使命。到西城派出所任所长

的4个除夕夜，到这里值守成为他的“惯例”。

　　傍晚8点上山时是虎年，凌晨1点下山时已

是兔年。根据杜虹霖从警17年来的经验，又一

个除夕大年夜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作为被公安部授予“人民满意派出所”称

号并命名为一级公安派出所的西城派出所，辖

区面积20.3平方公里。老旧流动人口多，是巴中

市人口最多、任务最重的老城区派出所。特别

是这个春节，辖区车流、人流成倍增加，面临的

警情也更加复杂。

　　下山回到所里，杜虹霖立即确认所里全部

50余名民辅警的值班备勤情况，同时和在重点

场所、路段步巡、车巡的小组了解最新情况，处

理几个一般警情……一通忙活后不知不觉来

到凌晨3点，此时已是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

110指挥中心转来当夜的第6个警情。

　　报警人称在城区街边发现躺着一名男子，

由于匆忙赶路，报警人未说出更详细情况。

　　杜虹霖立即调派一组民辅警迅速赶到现

场。到场后，民警张海渝向杜虹霖报告，该男子

身上有呕吐物，疑似醉酒后在路边睡着。在反复

确认该男子目前现状，特别是了解身体无明显

异常、脸色如常、呼吸均匀且呼噜声有规律起伏

后，杜虹霖嘱托现场民辅警及时联系对方家人。

民辅警在寒夜里照顾了近1个小时，才安全将该

男子转交到赶来的其家人手中。

　　一个不眠夜过去了，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

早上8点，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又一个警情让杜虹霖瞬间疲倦全无：一名近60

岁的老人反映，可能有人给她投毒！情况属实

的话就太严重了，杜虹霖立即安排警力前往展

开初步走访。

　　老人告诉民警，她放在一楼窗口的淘菜

盆不见了，并且洗漱和厨房用品都被移动了

位置，她怀疑有人针对她，可能对她不利。民

警立即开展走访，通过反复调看附近监控发

现，在此期间根本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再对现

场详细勘查，最终在水槽旁的夹缝中发现了

淘菜盆。经过对现场还原，民警得出了一个哭

笑不得的结论：此前夜间刮大风，将老人放在

窗边的物品吹落，造成了人为动过的假象。

　　开调度会、按照上级安排部署当天的工作

后，时间来到了上午9点，杜虹霖开始带领其中

一队警力整装开展步巡。

　　一圈巡逻结束已经是2个小时后，回到所里

后再次了解警情、研究了当天的部署后，杜虹霖

赶紧安排人员为全员值班的50多名民辅警点外

卖。在大年初一，这可是个不太容易完成的任

务，好不容易对付了一顿，又有几个警情转了进

来：有闹家庭纠纷的、有因劳务经济纠纷去堵门

的，他一一指派警力参与处置。同时重点跟进一

名未成年人与父母闹纠纷的警情。这名正处于

叛逆期的少年和父母闹别扭，坐在小区28层楼

的天台，自己报警声称有人要跳楼——— 民辅警

赶到现场后，趁对方不注意从楼沿边将其拽了

回来。危机暂时解除了，杜虹霖让民辅警将少年

带回来好好开导一番。

　　所长、教导员、副所长、民警轮番上阵，这

一开导就花去了3个多小时。其间，杜虹霖还

“抽空”化解了一起经济纠纷，让因为账目结算

标准产生分歧而剑拔弩张的3人，在20多分钟

内握手言和。

　　又一个不眠之夜到来，果不其然，酒后纠

纷、酒后扰民、琐事纠纷、求助成为当晚出警的

主要内容，在杜虹霖的主持下，当天的8起警情

被一一处置。

　　从1月21日（除夕）零时至25日（正月初四）

20时，西城派出所圆满处置50余起警情。

杜虹霖：除夕之夜守护平安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2023年1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春节已

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漫天

飞雪，气温骤降。

　　上午10时30分，《法治日报》记者冒雪驱车

赶到六师五家渠市102团司法所，近距离感受

所长胡艳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十余年来，胡艳扎根在102团司法所，凭借

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为民服务的真心，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曾先后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兵团“三八”红旗

手、“兵团好人”“中国好人”等称号。

　　记者刚走进司法所院内，就见胡艳夹着

厚厚一沓普法宣传资料，急匆匆地往外走：

“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已

经到了团场矛盾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我得赶

紧去调解。”

　　记者随她一同前往。

　　矛盾纠纷联合调解中心离司法所不远，几

分钟后，胡艳已经一路小跑着进入调解室。

　　受雇于一家商砼公司的5名工人和该公司

的两名负责人已经在此等候。

　　“调解之前先学法！来，大家人手一册！都

认真看看。”将带来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宣传册给在场的每个人发了一份后，胡艳

指了指调解室墙上的“依法调解 构建和谐”4

个大字严肃地说：“法治社会，依法办事，咱们

一起商量一下，争取今天就把这工资的事儿给

解决了。”

　　“胡所长，您瞧瞧，这是员工工资结算单，

我们的施工任务去年11月份就完成了。公司给

我们支付了一小部分工资后就再没消息了，我

们催了多次也没个准信。马上就过春节了，大

家还等着领了工资给家里置办年货呢。”该公

司员工老高从口袋里摸出关键“证据”，递到了

胡艳的手上。其他4名工人也纷纷将工资结算

单摆在了桌面上。

　　胡艳扭头向在场的该公司张经理问道：

“对于工人们出示的证据，你认不认可？”

　　仔细看过票据后，张经理答道：“五张结算

单上都有我的签字，我认！”

　　在对票据进行统计核算后，胡艳再次询问

张经理：“尚欠5名工人共计124399元工资，何

时付清？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建设方没有按合同

支付给我公司工程款，导致我公司资金链断

裂，没法支付工人的剩余工资，我们也着急

啊！”张经理颇为无奈。

　　“事关农民工家庭基本民生保障，我们一

起想办法尽快解决才行。这样，你把建设方公

司负责人的电话给我，我现在就帮你催款。”

　　很快，电话拨通，胡艳向第三方公司的负

责人据理说法，一番沟通交流后，对方终于答

应1月18日前支付商砼公司50万元工程款。

　　“太好啦！这笔款到账后，我立马就把大家

的工资结清。”张经理竖起了大拇指：“胡所长

不但帮工人们讨薪，还连带着帮我们公司‘讨

薪’，佩服！点赞！”

　　“那好，1月18日前，由商砼公司全部结清

欠工人们的工资！大家是否同意？”胡艳趁热打

铁提出了调解方案。

　　老高等5名工人均点头，表示同意。

　　“口说无凭，立据为证。来，大家都在调解

书上签字确认！”

　　1月17日下午，胡艳发来微信：“商砼公司的

5名员工已全部拿到了拖欠的工资，我很欣慰。”

　　顺利调解了讨薪纠纷后，胡艳又赶回司

法所，和司法所的协理员一起抓紧时间联系

落实近期开展的102团冬季职工群众法治大

培训的课程设置及培训地点、培训教师等具

体事宜。

　　中午，在食堂匆匆吃完午饭，胡艳回到办

公室，顾不上休息，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修

改法治培训课件。下午，她还要到辖区企业进

行员工法治培训，顺便开展“法治体检”。

　　当天下午4时整，胡艳准时出现在辖区一

家企业员工培训中心的讲台上。

　　一个多小时的法治培训结束后，在该公司

的会议室里，胡艳又和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及员

工代表进行座谈，“把脉问诊”存在的风险点，

并提出了法律意见。

　　结束了“法治体检”，大家互相告别。

　　屋外，雪花飞舞，冷风扑面，胡艳步履匆

匆，笃实坚定。

□ 本报记者  王 莹

□ 本报通讯员 刘晓彬

　　

　　1月16日，刚过完小年的福建省福州市被大街小巷的红

灯笼映衬得格外喜气祥和。福州火车站内，拎着大包小包的

旅客比肩接踵，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回家团圆的列车。

　　早上8时30分，距离K1268次列车发车还有两个多小时，

张邵军就已经带着徒弟刘子璞来到单位签到，仔细做好列

车值勤前的准备工作。

　　“今年2月份我就要退休了，这是我在岗位上的最后一

个春运，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张邵军语气平静，低头整

理着身上的藏蓝色警服，让人看不到他的神情。很快，他就

抬起了头，转身拍了拍刘子璞的肩膀，眼里都是笑意，“这也

是我徒弟的第一个春运，终于要出师啦！”

　　张邵军和刘子璞是福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执勤警务

队的一对铁路警察师徒，虽然刚搭档不久，但是默契感

十足。

　　自1980年从警开始，张邵军先后在福州铁路公安处押

运队、巡警队、车站派出所、乘警支队工作过，获得过先进工

作者、优秀党员、个人嘉奖等诸多荣誉，是警队里的好榜样，

更是年轻民警的“好导师”。

　　刘子璞则是2022年新入警的“00后”。面对从警生涯的

第一个春运，他充满着好奇与期待。

　　领取完出乘装备，做完岗前体检和酒精测试，这对师徒

便动身前往福州火车站。

　　作为福州火车站返乡客流最大的农民工专列，由福州

开往重庆北的K1268次列车依旧是满负荷运转。

　　在旅客检票进站前，张邵军已经带着徒弟对列车进行

了一遍全方位的真空检查、消防检查，确保列车在运行途中

的安全。

　　开始检票后，师徒二人分工明确，一个在福州站2站台

楼梯口维持秩序，一个在K1268次列车中部站台维护旅客上

车秩序。他们还不厌其烦地为旅客指引乘坐车厢方向、答疑

解惑，忙得不亦乐乎。

　　上午10时45分，车站发车铃声准时响起。随着列车缓缓驶离福州站，与车

长和检车长召开完三乘会议的张邵军便带着徒弟开始巡视车厢。

　　“警察同志，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当二人巡逻到16号车厢时，一位老年

旅客拉住张邵军，用虚弱的声音向他求助。

　　“老人家，您有什么事需要解决的？”张邵军立刻停下脚步，仔细询问缘由。

　　原来，老人今年已经75岁，前阵子刚因病动了手术，因四川老家亲人出了

事故，他便急着从福州赶回去照顾。匆忙之下，他没有买到卧铺票，只能一个人

坐硬座车厢，可时间一长，身子就开始吃不消了，希望能补一张卧铺票。

　　面对老人的需求，张邵军没有多耽误，立即找到了列车长，告知其老人的

具体情况，帮助老人补好了卧铺票，又带着他在新车厢安顿好。

　　19点27分，列车从黄石站开出，这时列车广播突然响起：“旅客们请注意，

16号车厢有位旅客突发疾病，由于列车上没有随车的医务人员，哪位旅客是医

务工作者，请听到广播后……”

　　正在巡逻的张邵军师徒立即赶往16号车厢提供帮助。这时，8号车厢的一

位医生旅客已经赶了过来，查看着患者病情。张邵军师徒立即在现场维护施救

秩序，防止旅客众多造成围观。

　　经过医生现场初步诊断，患病旅客并无大碍，胃部疼痛的症状也有所缓

解。为了安全起见，车上工作人员及时联系了前方车站，协助该旅客下车前往

医院检查。

　　“春运期间，由于列车客流大、乘车时间长，我们经常会遇到旅客突发疾病

的情况。”事后，张邵军与徒弟分享着列车上常见警情和突发情况的处置经验，

“我们要多和旅客交流，告知患有基础病的出行旅客随身携带常用药品，最好

是有人陪伴，以免突发疾病耽误行程或给生命健康带来隐患。”

　　时间转眼来到17日凌晨0时47分，列车驶离了宜昌东站。此时，车上的旅客

大多已经入睡，但张邵军与刘子璞并没有休息。按照计划，他们还要在车厢内

开展安全巡查。

　　“夜间是旅客最容易犯困的时候，也是贵重物品最容易丢失的时候。我们

要在重点时段和区段加大对车厢的巡视力度和频率，提醒旅客看护好随身携

带的贵重物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张邵军一边巡视着车厢，一边小心叮嘱着

徒弟。

　　凌晨1时30分，忙了一整天的师徒二人终于可以坐下来，交流总结发车以

来的工作情况。师父一一指出徒弟工作的不足之处，并给出具体建议；徒弟认

真听着、用心记着。就在这一刻，新老乘警的“接力棒”完成了交接。

　　1月17日13时，K1268次列车终于顺利抵达重庆北火车站。

　　对车厢进行完安全检查，张邵军与刘子璞师徒俩又马上开始了重庆北返

回福州的K1270次列车值乘工作。

　　“等到18日晚上列车安全抵达福州后，我们这趟值乘任务就算是结束了。”

在将近两天一夜的忙碌后，张邵军忍不住感慨道，语气中满是不舍。

　　今年是张邵军从警生涯的第43个年头，也是他乘警生涯的第18个年头。在他

的记忆里，有十几个春节都是在列车上度过的，平均一年有200多天都在列车上。

　　看出了师父的不舍，刘子璞有些动情地说：“不管过去多久，这次春运都将

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师父虽然要退休了，但他把从警40多年的经验都传授给

了我，我相信自己以后也会像师父一样，踏踏实实站好每一班岗。”

乘
警
师
徒
的
春
运
记
忆

　　“60后”老乘警带着“00后”徒弟，发扬乘警“传帮带”传统精神，共同护航早

春的列车，共同守护旅客平安回家路。

　　今年春运，福建省预计发送旅客1408万人次，同比2022年增长36.6%。为营

造“平安、有序、温馨”的春运出行环境，福州铁路公安处积极开展“平安站车路

金盾护你行”“携手护路 利剑除患”等专项行动，广大干部民警也坚守岗位、忠

诚履职，认真开展武装巡逻、安检查危、秩序维护、隐患排查、添乘护乘、安全宣

传等工作，有效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全力护航旅客出行安全，用心绘制出一

幅平安画卷。

记者手记

　　杜虹霖从警17年，从来没有和家人吃过一

顿除夕团圆饭。

　　17年的坚守，这背后凝聚的是一名人民警

察全身心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扎实苦干和甘

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范。正是有了千千

万万像杜虹霖一样的守护者，才有了人民群众

的和谐与安宁。

记者手记

冯中伟：春运路上的“守护神”

　　用自己的守护，换旅客的平安。这就是冯

中伟的春运故事，也是每个铁警的春运故事。

在长沙南站派出所民警队伍里，还有一些像

冯中伟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放弃与家人的团

聚，坚守在各个岗位上。正是这样的坚守，为

旅客们铺就了一条平安温馨的回家之路。

暖心法律服务让寒冬不再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师102团司法所所长胡艳的一天

　　胡艳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坚持用心追逐

法治之光，诠释了矛盾纠纷“调解员”、普法教

育“宣传员”的司法为民情怀。众多如她一样

的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职

责与使命，践行着司法行政人的初心和对百

姓的庄严承诺，忙碌的身影，是他们对法治精

神和心中信仰的最好诠释。

记者手记

　　图为冯中伟在长沙南站进站口执勤。

张威 摄  

  图为师徒二人巡视车厢并提醒旅客看管好贵重物品。 戴俊淇 摄  

  图为1月11日上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六师五家渠市102团司法所所长胡艳（右三），

在102团矛盾纠纷联合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一

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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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帅标

  1月13日，春运第7天，旅客们行色匆匆地

踏进湖南长沙高铁南站，张望着列车驶来的方

向，都希冀着拥有一个温暖、愉快的旅途。在这

里，随处可见的是一群穿着制服的铁警，他们

用自己的贴心守护，换来旅客的平安回家。

　　早上9点，《法治日报》记者来到长沙火车

南站，临近春节，乘车旅客明显增多。“老乡，进

站的旅客越来越多了，贵重物品要随身保管

好，行李再仔细检查一下。”9时10分，在长沙火

车南站高架候车层，开往南昌西的G1434次列

车马上就要检票进站了，正在巡视的冯中伟不

时停下脚步提醒旅客注意自己的行李物品。从

早上8点接班开始，冯中伟和同事就忙碌了起

来，站区巡逻、宣传法律安全知识、督促安检队

员开展安检查危，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旅客，

冯中伟还要耐心地做好解释工作。今年是他参

加公安工作的第13个年头，也是他在岗位上度

过的第9个春节。

　　冯中伟今年34岁，是长沙铁路公安处长沙

南站派出所执勤警务队队长，先后荣获个人嘉

奖、铁路公安局“标兵个人”、广州铁路公安局

优秀教官等称号。

　　“为旅客排忧解难后目送旅客踏上归途，

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冯中伟说道。

　　“冯队年轻，有责任心，工作时他都在站区

一遍遍地巡逻巡视，总有使不完的劲。”执勤三

组组长李亦希告诉记者，平日里工作搭档默

契，在他心里，冯中伟是朋友也是榜样。

　　中午时分，长沙南站派出所食堂将盒饭送

到了车站公安执勤室，冯中伟是最后一个回来

吃饭的。他坐下的第一件事是从腰间取下对讲

机放在旁边，方便有警情时能第一时间回应出

警。饭吃到一半，对讲机里传来警情，一个4岁

的小男孩在高架候车层和母亲走散了，冯中伟

放下饭盒，拿起对讲机一边询问孩子的衣着特

征，一边快速走出公安执勤室。

　　这样的求助警情自春运开始以来，冯中伟

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他先联系车站广播，然

后又部署岗位民警分头寻找，重点留意卫生间

和商铺，很快孩子就找到了。

　　冯中伟告诉记者，春运期间，每天都有旅

客丢了行李，老人、小孩走散，如果不能尽快把

他们找回来，就会耽误行程。为此，在工作中他

一直坚持两个信条，接警要快、处警要准。快源

自于责任心，准靠的是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

　　“旅客看到我穿着一身警服，他们就会特

别信任我、依赖我。”冯中伟说自己是春运路上

的“守护神”，“不过是我自封的”。话还没有说

完，冯中伟就接到旅客唐女士的报警求助电

话，称其进站时遗失一个双肩背包，里面有500

多元现金、平板电脑及银行卡、身份证等重要

证件。冯中伟立即调取视频监控，多方查找，仅

用20多分钟就在西进站安检口帮唐女士找到

了遗失的双肩背包。而此时，唐女士已经在高

铁列车上了。接到冯中伟的电话，唐女士原本

因丢包而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警察同志，太

感谢你了！我还以为我的包找不回来了呢！”

“不用谢，以后可千万要看好自己的包，更何况

包里还有现金、电脑、证件等贵重物品。”冯中

伟不忘提醒唐女士。

　　“现在的民警真的是太贴心了，我们一家

出行比较担心的一些乘车问题，民警都给我们

耐心讲解，让我们出行更加安心了。”从广州返

乡的王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民警的贴心服

务，让我们在旅途中也感受到了温暖。”张先生

在出站后回身对执勤的铁警们竖起了大拇指。

　　冯中伟努力工作的背后，离不开家人的理

和支持。

　　2017年，冯中伟结婚了。让他感动的是，那

年的除夕夜，妻子从家里带来很多美食，来到

他工作的地方，与大家一起共度除夕，辞旧

迎新。

　　冯中伟母亲已去世，父亲居住在河南

许昌。

　　“我父亲常跟我说，让我不要担心他，只要

努力干好工作，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但我还

是很挂念他，很想能够经常回家看看。”对于父

亲，冯中伟总是放心不下。

　　“父亲很理解我的工作，他是我最强大的

精神支柱和拼搏的动力。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希望他健康快乐。”每每提起远在许昌的父亲，

冯中伟总是这样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