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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迁安矿区派出所坐落在河北省迁安市，距北

京城区247公里，肩负着守护“百里矿区”首钢生产

命脉的重要职责。在平均年龄54岁的民警队伍中，

牛英杰的到来为派出所带来了生机活力。

　　牛英杰，34岁，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迁安

矿区派出所副所长。从警以来，他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两次，荣获个人嘉奖3次，多次荣获“石景山分

局警营标兵”等荣誉称号。2023年5月，牛英杰获评

第十届北京公安“杰出青年卫士”。

　　迁安矿区地处山区，条件艰苦。这里不仅有星

罗棋布的工业生产区、居民生活区，还有变电站、

油库以及全亚洲第二大的露天开采矿区，与周边

17个自然村接壤，治安情况复杂。2020年4月，牛英

杰主动申请前往这一艰苦的岗位。经组织批准，他

告别了妻子和3岁的女儿，踏上了矿区的土地。

　　庞大的辖区、分散的工矿让人应接不暇，初来

乍到的牛英杰最大的感受是“不适应”。上任伊始，

他每天早出晚归，走访辖区各单位，与负责人座

谈，了解企业日常保卫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查看厂

区内部物技防设施，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当

地的实际情况。

　　每天跟着老民警，牛英杰一遍又一遍穿行在

矿区错综复杂的道路、爬上汽车都开不上去的矿

山。不到1个月，他就变成了“矿区通”，一幅精确到

经纬度坐标的迁安矿区辖区地图挂在了办公室墙

上。各厂矿在他的指导下完善了物技防设施，有效

提升了重点区域的安防能力和水平。

　　3年来，墙上的地图修改了一版又一版，变的

是矿区的地形地貌，不变的是牛英杰为民服务的

初心。“下厂区上矿山”一直是他每周必做的工作，

他常说“当警察身上要留住泥土味，不管是繁华都

市还是偏远山区，只要肯干总能作出成绩”。

　　孤寡留守老人多是矿区的另一特点。这些老

人的子女多在北京工作，派出所曾多次接到关于

留守老人联系不上的求助。牛英杰主动承担起照

顾孤寡老人的责任，他走进居民区，挨家挨户走访

孤寡老人，了解实际困难。他教老人使用手机，建

立了孤寡老人微信群，保证老人出现联系不上等

情况民警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牛英杰的努力

下，派出所多次主动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救助患病

老人，赢得了居民的赞誉。

　　迁安矿区有“三多”，厂矿多、资源多、钢材多，

随之而来的是盗窃案件多。牛英杰经常出入档案

库，翻看过往案件卷宗，将历史旧案和近年来新发

案件进行梳理对比。他发现，盗窃案件多为周边地

区熟悉地理环境的无业人员作案，已经形成了一

条犯罪销赃团伙链条。根据掌握的线索，他带领打

击队民警去首钢球团厂蹲守，经过两天两夜，抓获

了两名长期盗窃财物的犯罪嫌疑人，起获被盗钢

材上百公斤。

　　为防止其他团伙成员闻风潜逃，牛英杰和同

事连夜审讯了犯罪嫌疑人，迅速摸清了其他成员

的住址，一举将该盗窃销赃团伙打掉。这一围绕

首钢进行违法犯罪的团伙覆灭后，辖区再未出现

有组织成规模的盗窃团伙。

　　由于过去粗犷的开采经营方式和土地管辖

权不明确等历史遗留问题，企业生产与群众生

活存在矛盾隐患，曾出现过群众干扰生产的情

况。牛英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走进地方村

落，协调相关政府部门、首钢矿业公司和村民代

表座谈，明确区域分界。同时，将违法干扰首钢

生产的不法分子予以法律制裁，并广泛开展普

法宣传，引导相关人员回到调解桌前合理合法

反映自身诉求，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在矿区工作3年，牛英杰两三个月才回一

次北京的家。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由于缺少

照顾，不得不回到老家上幼儿园。一家人分居

三地，但妻子一直都很支持他的工作。

　　派出所的老民警说，年轻副所长的到来，

给这支队伍带来了活力和先进的法治理念，

大家工作更有干劲了。

　　“作为首都青年民警，我愿意到偏远的

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群众需要我的

地方去。”这是牛英杰获评第十届北京公安

“杰出青年卫士”的感言，也是他一直坚守的

信念。这信念如高炉顶端的火焰，激发着他

将无限热忱投入到矿区安保的每一个

角落。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陈宇航

　　

　　有人说，他是福州刑侦战线的灵魂将帅；有

人说，他是正直刚毅且善良的兄长；有人说，他是

一个眼里只有工作的“拼命三郎”；还有人说，他

是一座刑侦知识的富矿。

　　2023年3月15日，35年如一日扎根在刑侦战线

的他因胃癌晚期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年

仅55岁。他就是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

委郭伟民。

　　在郭伟民办公室的门后，有一个铁皮柜子，

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他从2003年以来的工作笔记。

这50多本笔记里，有的封皮已经磨损掉落，被他

用胶布重新粘上。翻开细看，上面密集但又整齐

细致地记载着20年来的工作细节。

　　“严谨细致是一个好刑警必备的素质，在他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郭伟民的战友说。

　　1997年，福州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主犯杨

某金在作案当晚便潜逃外地，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俩一起去了很多次他的老家，但是一

无所获，这个人像是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一样。”福

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副局长侯振光当年还是名

侦查员，尽管已经过去近30年，他仍记得和搭档

郭伟民一起侦办的这起案子。

　　2004年，郭伟民和侯振光的追凶之路走到了

第7个年头。这一次，他们仍像之前一样，来到杨某

金的老家，找到村干部了解情况。

　　一名村干部闲谈间提起自己不久前听到的一

件事：隔壁乡镇的派出所前段时间收到一封上海

寄来的照片和协查函，一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自称是该乡镇的村民吴某某，但是经核实，俩人

的外貌和年龄都相差太大，此事不了了之。

　　简单几句话带过，大家已经开始聊起了新的

话题，唯独郭伟民眉头紧锁。一番思考后，他向侯

振光提出去隔壁乡镇看看。

　　在隔壁乡镇派出所，郭伟民见到了那张从上

海寄来的照片，一眼就认出这正是自己苦寻7年

的杨某金。

　　然而，上海之行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伪装成

吴某某的杨某金已经刑满释放离开监狱，无论是

侦办盗窃案的上海民警，抑或是负责看押的狱

警，甚至是同监室的人，都没有从他口中获得有

关他的任何信息。

　　线索又断了。但郭伟民没有放弃，他细心翻

起了看守所的收寄件记录，发现曾有一个叫林某

的人给杨某金寄过钱。

　　林某是谁？他在哪？“看似一道曙光，但还是

要大海捞针。”侯振光说。

　　郭伟民仔细翻看着，良久，他在厚厚的记录

本里第二次看到了林某的名字。这一次，他是给

关押在同监狱的程某寄了钱。“程某的身份是能

够确定的，案件自此打开了突破口。”侯振光说，

在郭伟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作为公安部A级通

缉犯的杨某金终于落网。

　　然而，就是这样在办案中事无巨细的一个

人，却唯独对自己总是粗心大意。

　　早在2022年7月，郭伟民就出现了腹胀不适

的症状，但他不以为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到医

院检查。11月3日，郭伟民被确诊胃癌晚期，他给

刑侦支队的同事陈巍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便

是：“确诊了，事大了。”电话这头的陈巍还在唏

嘘，郭伟民便已经转移话题，开始询问一起专案

的侦办情况。

　　“他就是这样，工作就是一切。”回忆至此，陈

巍笑着笑着却红了眼眶。

　　躺在病床上的郭伟民曾向旁人说起自己的

一个心愿：“现在终于有空儿了，我想把我这么多

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一下，写成课件或一本书，给

大家留下来作为参考。”

　　尽管这件事成了未了的遗憾，但郭伟民已经

在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中，为福州刑侦工作留下

了宝贵的财富。

　　早在2004年，郭伟民便总结提炼了“从个案

突破，摸清组织架构”的打黑模式，为“快准狠”打

击涉黑恶犯罪提供实战经验。“这个模式至今仍

在使用。”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民警何

祖文介绍。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郭伟民作为公

安部扫黑除恶专家库成员，还针对黑恶线索量

大、面广的特点，组织研究实施“粗扫、细扫、精

扫”做法，建立派出所地毯式滚动摸排、重点警情

预警深挖、重点案件分析研判、重大线索挂牌督

办等机制，建立摸排零线索单位“三长”签字背

书、约谈督导、责任倒查等制度，为扫黑除恶斗争

提供了“福州样本”。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罗源县公安局政委

高湛曾与郭伟民“捆绑作业”侦办一起涉黑专案。

在他看来，郭伟民留下的除了实战经验和机制

外，还有宝贵的精神财富。

　　“涉黑专案往往犯罪嫌疑人多，如何羁押、如

何审讯都是现实问题。”高湛说，郭伟民凭借“不

拿下专案誓不罢休”的执着信念，精心制作专案

组提审和询问规范，对民警提审细节以及询问证

人、被害人时的防护甚至是使用的语言均进行了

明确。

　　在郭伟民的指导下，涉黑专案的侦办工作稳

步向前推进，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受到法律严

惩，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实习生 胡特旗

　　

　　因征地套用国家资金、贪污公款、挪用公

款……2015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犁倭镇河

溪村多位村支书因各类违法犯罪相继接受调查，导

致河溪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委会破、村庄

规划乱、人居环境差。

　　2021年5月，随着一纸任命下达，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行政处副处长靳明勇风风火火地来到

犁倭镇河溪村开始了驻村第一书记“问诊”生活。

　　自信满满的靳明勇到河溪村的第一次见面会

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村主任毫不客气地说：“靳

书记，你也就是来镀个金，回去好提拔而已。”其他

人也附和着，认为这位市里面来的干部，不会干什

么实事，更解决不了村里的问题。

　　面对质疑，靳明勇没有退缩，他有一股犟脾气，

既然来了，就要迎难而上。

党建引领祛旧病

　　靳明勇驻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入户，在

河溪村村民面前“亮相”。他通过走村访户全面了解

党情、村情、民情，借助党建活动载体，凝聚发展合

力，同时开展“两学一做”活动，引导村“两委”干部

在开展工作中，坚持高标杆定位、高标准落实。规范

开好“三会一课”，制定村级班子议事规则、决策程

序，建立健全村务公开，确立民主决策，加强班子团

结，有效增强组织的战斗力，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示范村为目标推进河溪村的基层治理工作。

　　“过去，我们开村委会连投票的人都凑不齐，现

在大家争先恐后地参加，以能加入村委会为荣。”村

民组长肖军说

　　不到一年时间，河溪村就全面完成“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整顿工作，还制定完善了村党组织、村委

会各项规章制度（整套）共计18个。久病顽疾的根除

得益于党建的引领，也让河溪村百姓对新来的驻村

书记充满信心。

精准化解治根本

　　“如果你能把那条路修好，我们就相信你是来

干事的，还为你修功德碑。”河溪村上坝田组村民肖

俊说。

　　河溪村几个组之间一直缺乏一条“组组通

路”，村民不论去耕地、还是孩子上学都需要绕

行几公里，不但费时费力还极大制约了村经济的

发展。

　　行动是打破质疑的最有力武器。“只要思想不

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说干就干，靳明勇将基本

情况摸清楚后，亲自带领驻村小组、村支书、村民小

组长、村民代表到相关单位进行汇报，通过一周的

资料收集，驻村工作组争取到右山组到上坝田组道

路硬化项目立项，该道路的修建将有效解决河溪村

17个村民组老百姓的出行困难，惠及4000余人的生

产发展。这效率让所有质疑不攻自破，肖俊由衷地

说：“我现在相信你是一个真真正正为老百姓干实

事的人了。”

　　正是从这条路开始，靳明勇彻底走进村干部、

群众心里。郭家洞组饮用水项目提升、犁齐国道河

溪村段路面修复、高洞组高标准农田道路硬化、河

溪村亮化工程、省农业专家种植指导、河溪村体育

文化广场的修建、河溪村7个村民组的串户路建

设……河溪村的各个项目工程全面铺开。两年来，

一共落实项目资金约583万元，落实大小项目18个，

整个河溪村的村容村貌实现大变样。

诉源治理强体魄

　　作为一名法院党员干警和驻村第一书记，靳明

勇认为，不仅要严格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让村民享受

到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也要及时妥善处理

村中矛盾纠纷，利用职业优势深入基层、扎

根一线，当好矛盾化解的“排头兵”，整合优化

村级解纷资源让矛盾纠纷真正实现处理在诉

前、化解在萌芽，他亲自参与调解邻里纠纷50

余起，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增量。

　　两年的驻村工作即将结束，由于犁倭镇没

有设立法庭，为更好地将法律服务送到村里，

靳明勇积极向清镇市法院领导申请在犁倭镇

设立“法官工作站”，让法官多跑路，百姓少跑

腿，提高法院服务水平，此举得到了清镇市法院

领导的大力支持，从2023年5月开始，派遣一名

法官到犁倭镇成立“法官工作站”，为14个自然

村寨提供驻点服务。

　　“书记，今晚来家里吃个饭吧！”“书记，我家

的李子熟了，拿点来给你尝尝！”……

　　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河溪村群众的亲人，

也从一个无所适从的“门外汉”变成乡村治理

的“行家里手”。两年时间，靳明勇带领下的河

溪村实现了零上访，累计完成厕所改造500余

户，合格率100%，有效劝阻滥办酒席30余起，村

容村貌有效改善，河溪村的各项工作有了长足

的进步。靳明勇的驻村书记已快到任期，虽人将

走，但心却留在了村里，关于乡村振兴的“答卷”

还在继续。

牛英杰：“下厂区上矿山”步履不停

郭伟民：刑侦战线的“拼命三郎”

靳明勇：乡村治理的“行家里手”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身材高瘦，微微驼背，眼睛浮肿，身上的警服

洗得略有褪色，袖口有些磨损，但警容严整。这是

李波给《法治日报》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李波，陕西省雁塔监狱第十一监区党支部书

记、监区长、一级警长，1993年进入监狱系统工作。

2023年2月，李波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第六届陕

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在同事们看来，李波获得如此殊荣是“实至名

归”。雁塔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高桂章更是评价

他为雁塔监狱干警队伍中的“头雁塔尖”。

亲力亲为

　　“他叫×××，犯的×××罪……”，前两天高桂章

在狱内进行考核检查，他刚想凑到罪犯跟前查看其

名牌，李波便将该人员的详细情况熟练地介绍了

一遍。

　　“按照要求，监区长只需掌握监区的重点罪犯

情况即可，而李波能对其监区所有罪犯的情况都非

常熟悉，他是监区年龄最大的民警，也是对犯情动

态、罪犯‘四知’掌握最全面、最精确的民警。”高桂章

由衷地说道。

　　李波能做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其在具体工作中事

事亲力亲为。

　　2020年4月，雁塔监狱搬迁至新址后，新一届监狱

党委对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李波带头深入一

线，积极破解监区管理难题，不断探索符合监区实际

的监管安全工作新模式。

　　每天5点半，闹铃准时从他敞开着大门的休息室

中响起，几分钟后，他出来时已是警容严整，在值班

台一边看监控，一边翻看前一日的台账。晚上点完名

已是9点半，他会在值班室守到10点半，才回房间

休息。

　　“我房子门开着不关，有事直接进来叫我。”这是

多年来李波在监区夜间休息时养成的一个特殊

习惯。

　　为了保证监区“一日八环节”管理能够长坚持、成常态，李波从

罪犯起床环节开始，每天拿着一块手表开始逐分逐秒地掐时间精测

细算，工作笔记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项数据。

　　“作为监区长他都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还有啥说的，肯定一心一

意把工作干好。”和李波共事过的雁塔监狱第三监区民警李稳社说。

担当精神

　　雁塔监狱第十一监区民警丁钰霖至今仍清晰记得其刚参加工作时

发生的一件事。

　　每每到了轮流吃饭时，李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先去吃饭，

我在这看着”。时间久了，有次丁钰霖也说：“你们去吃饭吧，我在这盯

着就行。”李波听后没作声，而是留下，待其他人走后，郑重地批评

了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让你们先去吃饭吗？”

　　“监区长，你对我们好，想让我们先吃第一锅热乎的。”

　　“这算是一方面，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罪犯

出问题了你一个新人能处理得了不？”

　　丁钰霖听后心里一惊，低下了头但还是嘴硬道，“就吃个饭的工

夫，应该没啥问题吧……”

　　没想到李波神情更严肃了：“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不能盲目自

信、过分乐观，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李波就是有这样的担当，不论是对自己的工作、对所在的监区、

对管理的罪犯，还是对带领的队伍。

　　正是因为李波身上有这种担当精神，监狱党委在收押新犯、执行

专项任务、急难险重任务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波。

　　而李波在接受任何急难险重任务时，永远只有一句话：“请党

委放心。”

　　“始终用头雁站位和塔尖标准要求自己，敢于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是雁塔监狱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楷模，是

全监警察职工，乃至全省监狱系统的先进榜样……”这是在欢迎

李波荣获第六届陕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的座谈会

上，雁塔监狱党委给予他的高度评价。

荣誉背后

　　“在大家眼里，我爸爸可能是一名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做事细

心严谨的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经常不在家的爸

爸。”李波的女儿对他有诸多抱怨和不满，因为她不理解为什么不

论何时何地，只要一个电话父亲就会离她而去。

　　随着走上工作岗位，女儿慢慢理解了父亲的做法：“我想，他

何尝不想回家、何尝不想多陪伴家人？只是因为他头顶国徽，胸怀

家国，身上肩负着更重的责任。”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采访中，

记者听到多位雁塔监狱民警用这句网络流行语诠释着李波作为

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的责任和担当。

　　2018年，李波被授予全省监狱系统“百佳监狱人民警察”荣

誉称号，所在监区被评为2019年度“全省监狱工作先进集体”“安

全管理精细化推进工作示范监区”；2020年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

出，被记个人三等功一次；2021年被评为“全省人民群众满意的

政法干警”，所在支部被评为2021年度全省监狱系统先进基层党

组织。

　　当被问“如何看待这些荣誉”时，李波坦言：“这些荣誉既是

压力，也是动力，更是责任。”

　　“李波同志在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特别是其身上这

种肯吃苦、甘奉献、能担当的精神，对全监民警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也很好地诠释了全省监狱系统整体民警队伍的良好

精神状态。”雁塔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玉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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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波夜间在联勤点值班值守。 郑浩然 摄    

  图为郭伟民（前排中）生前与同事研究堆积如山的案卷。 福州市公安局供图  

  靳明勇(左二)率驻村工作组及村委到河溪村

二组向村民宣传“五治”工作。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图为牛英杰走访矿区群众。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