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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曹钰华

　　

　　“排爆手必须在任何环境下保持冷静、专注，手上不能有半

点差错。”2月10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一大队二中

队指导员、四级警务技术主管花园正在为来自区县公安机关的

同行们开展日常排爆训练授课。

　　不论是外貌还是充满诗意的名字，都让人难以把花园和排

爆手这个特殊而又高危的职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多年的努力，花

园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过硬技术，成长为排爆大队的主排手。2022

年11月28日，“花园排爆工作室”挂牌成立，这是南通市公安局巡

特警支队首个以优秀民警命名的新警带教工作室。

　　2011年12月，18岁的花园踏上了从军之路。在部队的5年时间

里，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排爆手。退役后，为了继续从事自己热爱

的排爆事业，花园参加公安特警招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花园的实力，展现于一次特殊的排爆任务。“当天凌晨2点接

到上级指令，需要排爆手快速到达指定位置。情况十万火急，现

场处置刻不容缓。”参与此次事件处置的南通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支队长丁忠江说。

　　在挑选现场处置人选时，花园没有丝毫犹豫，毅然站在最前

面：“让我去，我排爆的经验最丰富，成功的几率更大，能活着的

几率也更大！”

　　花园模拟了现场处置环节，事无巨细全部设想一遍。然而，

现场处置难度比设想的还要大，他摒弃一切杂念，聚精会神判断

分析，凭借高超的排爆技艺，成功解除现场危险，圆满完成处置

任务。

　　“我是花园，希望生前身后都给你一片花园……”这是花园

当时前往任务现场前留给家人的字条上写着的一句话。“是抱着

诀别的心情踏出家门的。”花园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最终，花园

用智慧、勇气和实力，出色完成了这项任务。

　　单兵作战，35公斤的排爆服是花园最忠实的战友。

　　日常训练中，花园对于模拟训练的要求近乎苛刻。“机会没

有第二次！”这是花园在训练中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像他

说的一样，排爆确实是一项责任重大而又极其危险的工作。

　　为了适应不同环境下的处置条件，花园时常身穿35公斤的

排爆服，趴在地上进行穿针引线、黄豆搬家、图形裁剪等各项训

练；为了能够提升处置时的心理素质，他通过设置模拟暗雷，在

模拟拆除涉爆装置时不经意引爆，强化心理锻炼。

　　要想拆弹，必先制弹。为搞清各类涉爆装置的引爆原理，花园研究制作各类模拟

爆炸装置40余件，全部摸透原理，掌握重点，一一顺利排除；为了提升手部肌肉的稳定

性，他自创“平板托举玻璃球”技战术训练法并长期坚持训练，成为南通排爆这支队伍

能力提升的法宝。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宁愿自己这个排爆手派不上用场，但要确保用我必胜、有

我必安。”花园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放弃训练。

　　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作为安检排爆支援警力，花园

奉命奔赴武汉执行场馆搜爆工作。在对运动会开幕式主场馆的地下通道安检过程中，

由于空间狭小，花园几乎全是半蹲前行，安检一圈一个半小时，结束后他几乎无法站

立。从接到任务到完成任务，花园连续奋战了半个月。

　　2021年8月，花园再次奉命赴外省执行安检搜爆任务，他克服严重高原反应等不

利因素，连续10余天凌晨2点到岗，一天转场5次，连续工作15个小时。

　　不管行程有多远、任务有多艰巨，花园从未有过半点怨言和推辞。“任务来了，就

要往前冲。”花园说，从警以来，他先后参加数十次重大安保任务，拆除、转移、销毁各

类废旧爆炸物及简易爆炸装置16个。

　　自2018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花园先后荣立一等功、三等功，荣获南通市“十大平

安卫士”、南通公安“十大优秀青年卫士”、江苏最美警察称号。

　　“忠诚熔铸于灵魂，为民镌刻在心间”。在参与一

次学习英模心得体会交流后，花园在自己的记录本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从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深知唯有心里时刻装着

人民，才能无愧于这身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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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欢 刘志月

　　

　　办过案子、当过内勤、从事过综合部

门工作，干了一辈子警察，老姜的经历可

谓丰富多彩。

　　临近退休，出乎众人意料，老姜主动

申请去做一名社区民警。

　　“年龄这么大了，还折腾什么？”同事

劝，领导也劝，老姜皆不为所动，一心要到

社区去。按老姜的话说是，“补齐从警生涯

最后一块拼图”。

　　2020年8月3日，55岁的姜亨祝辞去湖

北黄石大冶市公安局纪检监察室主任职

务，来到大冶市公安局罗沟桥派出所做了

一名社区民警，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基层。

从零再出发

　　姜亨祝负责的是长安社区。他报到的

那天也是社区警务室成立的日子。

　　虽做了不少心理建设，但从机关科室

“主官”到基层“片儿警”，一切从“零”开

始，姜亨祝仍有些难以适应。

　　长安社区地处大冶市城乡接合部，由

15个封闭式居民小区组成，6000余户、近

1.9万人，是当地面积最大的新兴社区，治

安情况复杂。

　　“现在的公安工作和以前完全不一

样，以前是管理型，现在是服务型，像文明

养犬、夫妻吵架，我们都要管。”千头万绪

的工作，让“坐办公室的”姜亨祝有些迷

茫，不禁打起“退堂鼓”，“没必要到这个年

龄段了还这么较真”。

　　2020年10月，社区里的一件事“敲醒”

了想要“躺平”的姜亨祝。

　　长安社区某小区里有一所幼儿园，每

天上学放学时间，大量学生家长涌入小区

接送小孩，严重影响小区正常生活。日积

月累下，业主和学生家长的矛盾逐渐升

级。姜亨祝和长安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刘亚军一道，先后9次组织幼

儿园负责人、业主代表、小区物业协商做

工作，带领辅警、网格员56次挨家挨户与

620余名业主沟通。在连续一个月晚上带

领社区干部登门造访240名学生家长后，

姜亨祝用真心和诚意打动了小区业主，用

平和与理性说服了学生家长，历时近两个

月最终解开双方症结。

　　“能够帮居民解决难题，我觉得很有

成就感，心里很舒坦。”姜亨祝开始从工作

中咂摸出味道来，体会到社区民警的价

值，“社区工作虽然小，但关乎群众切身利

益，也要用心用情去做”。调解矛盾纠纷、

开展反诈宣传、维护治安秩序……长安社

区里，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姜亨祝

的身影。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转变思想、沉

下心来、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初心使

命。”罗沟桥派出所教导员尹文斌说。

走出一条路

　　一双铁脚板，是姜亨祝的制胜“法宝”。

　　在姜亨祝看来，熟悉社区、掌握民情，

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

摸索，一楼一栋一家一户地上门走访和春

夏秋冬寒来暑往的不断重复。姜亨祝给自

己制定了工作计划——— 每天走访5户居

民，面见5名治安重点人，抽查3个场所，开

展20户反诈宣传。

　　1月20日，农历腊月廿九，姜亨祝和往

常一样，骑着警务室的“小电驴”，载着辅

警董娟去走访。

　　“都快过年了，我们不至于这么拼

吧？”董娟心里有些嘀咕。天空飘着细

雨，不一会儿，两人外套就打湿了。“有

些居民楼没装电梯，来回爬几趟，我们

年轻人都有些吃不消，姜警官快退休的

人了，腰杆一直挺得笔直。”董娟对此佩

服不已。

　　两年多来，姜亨祝踏遍辖区角角落

落，了解了6000余户居民的基本情况，拉

起了59个单位和社区微信群，搭建起了社

区工作基础架构。姜亨祝还推动升级了三

套技防装备，在每个小区进出通道安装人

像抓拍、车牌抓拍高清摄像头；每个楼栋

单元安装指纹或人脸识别门禁；配置智能

交换一体机，整合全社区监控资源对接到

警务室，推动人防力量和技防设施全面

提升。

　　长安社区电诈警情曾居高不下，姜亨

祝主动争取多方力量支持，开展六轮“扫

楼”入户宣传，“一轮下来至少一个月，不

落一户”。姜亨祝每天编发、转发防诈骗信

息到59个微信群，对居民浸入式灌输防诈

知识。他还将自己编写的反诈提示录入小

喇叭内，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时，沿路播

放。天天在群里“打广告”，有些居民嫌烦，

将姜亨祝“踢”出，后禁不住他反复做思想

工作，又将他拉了进去。“反正就是赖在群

里不走了。”他笑着说。

　　社区居民徐女士的女儿上网课时遭

遇“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诈骗，徐女士想起

姜警官宣传的“反诈防骗秘诀”，立即终止

其操作。

　　姜亨祝不放过任何反诈宣传机会，社

区里举办大型活动，他就到现场宣讲、发

放宣传材料。为让宣传更加深入人心，他

还紧跟潮流，拉着辅警一起拍摄反诈短视

频。“我们经常笑场，主要是他出镜，我们

拍。”董娟有些不好意思。

　　“社区不管大事小情，姜警官都当作

自己的大事，认真负责地做好。”刘亚军介

绍，该社区电诈警情现已大幅减少，2022

年成功创建了9个“无诈、无盗、无赌、无

毒、无事故”小区。

携手护平安

　　守护社区平安，单靠民警可不行，姜

亨祝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我

们社区民警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不仅自己主动带头干，也要发

动大家一起干。”姜亨祝说。

　　借力社区党委力量，推动多方力量

参与，姜亨祝组建三支常态化巡防队

伍，即网格巡防队、物业巡防队、社区巡

防队，确保社区24小时有人巡逻。姜亨祝

还发动社区居民力量和社会资源，建立

起婚姻纠纷“老亲娘调解室”、情感纠纷

“心灵驿站”以及“反家暴工作室”、“祖

国花朵”关爱站、“警社医”联动工作站

等5大特色服务队。

　　张先生有些大男子主义，多年来对

妻子叶女士横加指责，夫妻俩长期分

居。去年3月，再也无法忍受的叶女士坚

决要与其离婚，性格急躁的张先生想走

极端。在工作中获悉这一情况后，姜亨

祝分别将两人安排到“老亲娘调解室”

进行心理疏导，并多方联系帮张先生找

工作 ，引导其性格转变 ，改变其不良

习性。

　　见时机成熟，同年7月28日，姜亨祝再

次通知夫妻两人到“老亲娘调解室”做工

作，经过“老亲娘”们耐心调和及后续跟进

劝导，两人重归于好。

　　担任社区民警以来，姜亨祝先后调处

各类矛盾纠纷190余起，未发生邻里纠纷

上访问题，未因群众纠纷引发群体性非访

事件。前不久，姜亨祝被评为2022年湖北

“最美基层民警”。

　　回顾这两年多的社区经历，姜亨祝总

结出十六字“平安经”——— 一点一滴打好

基础，一心一意做好服务。他认为这是做

好社区工作的关键。

　　
  图① 姜亨祝在社区开展反诈宣传。
  图② 姜亨祝调解社区居民纠纷。

陈宇 摄    

姜亨祝：做活社区警务这块“拼图”

□　本报记者   黄辉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秦如雪

　　

　　“大家看完这组小动漫，日后一定要牢

记，不能攀爬铁路栅栏网，也不能在铁路线

附近放风筝，更不能用石子击打列车……”

在江西省瑞昌市夏畈中学的教室里，铁路

民警刘洪均正向同学们生动有趣地讲解铁

路安全知识。

　　刘洪均是南昌铁路公安处瑞昌车站派

出所夏畈警务区线路民警，随着中小学校

陆续开学，他的工作愈发忙碌了。这些天，

他已经跑了8所中小学，给3000余名中小学

生上了铁路安全法治宣传“开学第一课”。

　　刘洪均入警仅两年，分配到派出所后

就驻守在江西和湖北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四

等小站——— 夏畈车站。车站虽小，刘洪均却

管辖着跨越赣鄂两省32公里的铁路。

　　“开学第一课”一结束，刘洪均骑上电

动车就奔向9公里外的黄金乡界首村开展

反电诈宣传。他说：“春节过完，村里多为留

守老人，所以这时候更要多跑几个村，把反

诈常识宣传到位，现在这项工作很重要。”

　　“小刘警官来了……”村民的招呼声此

起彼伏。刘洪均就像到老友家做客一样自

然地回应：“来转转，来转转。”随后便和几

位路边的老人拉起了家常。闲谈之中，他一

边给老人们发放安全单，一边讲授反诈

常识。

　　“不明链接不要点，不明电话要警惕”

“飞来大奖莫惊喜，天上不会掉馅饼”……

刘洪均利用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很多反诈顺

口溜，形象生动地提醒老人们要提高警惕，

莫要上当受骗。“这些顺口溜好记，想要骗

我们老年人那是骗不到了！”界首村村民柯

大爷笑着说道。

　　进行完反诈宣传，返回路上巡查铁路

沿线的安全状况成了刘洪均的“常规动

作”。“K181+500，刺丝滚笼断裂……”只见

他熟练地翻开工作日志本，迅速记下了这

处线路隐患的公里数、具体问题、发现时间

及解决单位。

　　刘洪均的工作日志上写满了密密麻麻

的数据，详细记录着线路设施设备所在位

置、安全状态、治安情况及重点关注人员等

信息，以便随时开展工作，确保线路安全。

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却成了刘洪均

的“工作宝典”。

　　做好线路工作，更多时候要围绕铁路

线两旁的事和人开展，但是有时候事太多、

人太杂，一不留神就记错了，所以刘洪均每

天都将线路上的事随手记在工作日志上，

他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等回到驻站警务区时，已是夜深

人静。而每当与夜空繁星作伴，孤

独和思念也悄然而至。

　　刘洪均当初为圆警察梦，不远千里从

老家重庆来到江西工作，因路途远，工作任

务又重，回家的时间很少，这两年春节坚

守岗位的民警中，都有刘洪均忙碌的身

影，他也因此错过了许多与家人团聚的

时间。

　　今年，家里订好日子，催他春节回去

和女友订婚。但为了春运线路安全，刘洪

均劝说女友和家人将订婚一事推迟到

春运之后，女友虽有抱怨但也支持

理解。

　　也许在外人看来，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线路工作十分枯燥，但是

像刘洪均这样的线路民警们却总

是乐此不疲。在守护铁路安全的

日子里，四季景色不断变换，然

而他们的初心却从未改变，正

是因为有他们对安全的追

求和默默守护，才让旅客

们的春运之路更加平稳

通畅。

　　

　　图① 刘洪均向

沿线村民宣传反诈

常识。

  图② 刘洪

均进校开展

铁 路 安 全

宣传。

刘洪均：笔下有日志护路有“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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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花园身着35公斤装备进

行排爆演练。

  图② 花园日常训练。

  图③ 花园参加排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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