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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杜鹏

　　

　　潘养利，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渼陂路派

出所民警。潘养利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基层派出所当

民警，荣获个人三等功两次，个人嘉奖5次，并连续多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今年起，西安市公安局推行“三下”（眼睛向下关注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往下走和群众打成一

片，资源下沉为群众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工程，打造警务前

移的“暖心警务会客厅”，潘养利顺利当了“官”，在辖区晋

侯村片区的会客厅当起了“厅长”。

“暖”民路

　　各级领导对潘养利也都很支持，不仅给晋侯暖心警

务会客厅配备了车辆、急救药品、便民伞、便民轮椅……

还开通了户政专线，不出村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

　　“硬件都配齐了，咱不过就是跑跑腿，还有什么难

做的？”潘养利上任的“第一把火”首先“暖”的就是“便

民路”。

　　晋侯片区三旗村有位74岁的老人叫孟志贤，曾经

得过脑梗，出行不便，他就一直有件心事。“我这一辈

子没给娃留下啥，就这一院房，还写的是我的名字，你

说我这万一有个啥，以后房子的户主不是娃，不是给

娃添麻烦吗……”只要一见到“潘厅长”，孟大爷拉着

他的手就说这一件事。

　　虽然潘养利给孟大爷普及了继承的相关法律，可孟大

爷就是认准了一条理，“我要把户主改成我娃。”

　　孟大爷的儿子小孟在江西工作，但更换户主需要

双方都到场，因为工作太忙，小孟短期内回不来。

　　孟大爷没事就到“暖心警务会客厅”来找潘养利

聊天。为了让老人早日放心，潘养利专门请教了户政

部门，在接到双方委托后，通过视频通话，线上办理了

业务。

　　拿着新换的户口本，孟大爷笑得合不拢嘴，“咱这‘厅’

真管用，‘潘厅长’真顶事。”当问起这事是否暖心时，“暖，真

暖，我感觉身体都好了一大截。”孟大爷说。

“暖”民情

　　晋侯村片区位于西安市鄠邑区正西，下辖包括晋

侯村在内的8个行政村，属于典型的关中农村，年轻人大

多都进城工作，村里常住的大多是上了年岁的老人，潘

养利上任的“第二把火”要“暖”的就是“警民情”。

　　“‘厅长哥’，药吃完了，你闲了给我捎点。”“没问

题，还是那几样……”陈胜全现在跟潘养利说话，不叫

哥不开口。村里有位老人叫裴兰芳，今年已经80多岁

了，3个儿子里老大已经去世，老三在深圳工作，二儿

子就是患有强直性脊椎炎的陈胜全。陈胜全要常年服

药，年迈的老人确实有点照顾不过来。潘养利在走访

的时候得知这个情况，“既然我来到咱们村，知道了，

我就不能不管。”潘养利说到做到。

　　他不仅跟村上联系，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隔壁

的邻居，帮忙购买一些村里没有的药物和生活用品，还经

常提着礼物上门，在询问需求的同时，帮忙打扫卫生。

　　一句句暖心的话说出来，一件件暖心的事做出

来，不仅裴兰芳老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陈胜全称

呼潘养利也由原来的“潘警官”，到现在满嘴都是“厅

长哥”。

　　慢慢的，村里的五保户李富有、独居老人王秀琴

等众多老人都成了潘养利的“关系户”，有了心里话也

都愿意跟他说。

“暖”家安

　　这些年随着公安工作的不断改进，农村地区传统案

件鲜有发生，多的就是邻里纠纷和电信诈骗类案件，“潘厅

长”上任的“第三把火”，要“暖”的就是“家中安”。

　　2021年7月，晋侯村村民邵某给自家盖房，因为人手不

够，雇了本村村民肖某粉刷墙壁，可谁知刚开工头一天，肖

某便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脚踝骨骨折。

　　好好的事弄成这样，邵某咋都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口

咬定是肖某操作不当，只肯承担肖某骨折医疗费和一个

月工资。但肖某认为给你家盖房伤筋断骨，咋都得按100天

算工资，另外还要加上伤残费，要求赔付8万多元。

　　两方说不拢就去法院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决，邵某

赔偿肖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48000元。可输了官司的邵

某一肚子火，就是不给钱，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晋侯村暖心警务会客厅成立以后，“潘厅长”接手

了这起纠纷，不仅自己多次上门劝说，还邀请村中乡

贤进行调解。“你说的我们听”，经过多次努力，当事人

也终于被“潘厅长”感动，2023年4月21日在晋侯村暖心

警务会客厅双方达成协议，钱款陆续交付。

　　潘养利的手机上有24个聊天群，基本上把全晋侯

片区8个行政村、5009户、19327人覆盖了近90%，除了能

够及时给群众提供服务咨询，更多就是反电诈宣传，

只要一发现新型电诈模式、破获成功案例、预防电诈

小技巧，他都第一时间发到群里和群众分享。

　　因为接触多了，村民也知道了电信诈骗的危害，

所以只要跟钱有关系的事，都愿意咨询潘养利。晋侯

村村民小刘就找到“潘厅长”：“我朋友说有个内部消

息，只要投资50000元，一天就能挣5000元，麻烦你给我

分析一下。”

　　“赶紧打住，收益率太高，绝对是骗子，千万不要

汇款。”把小刘劝住，潘养利还不放心，随后又多次打

去电话，叮嘱小刘千万别上当。

　　靠着“三把火”，“潘厅长”在晋侯村“暖”出了局面，也得

到了辖区群众的拥护，甚至还上了一回“热搜”。

　　2023年5月底，本该是当地麦收的日子，可偏偏碰

上了连阴雨，机器下不了地。看着坐在暖心警务会客

厅聊天，神情忧虑的群众，潘养利总觉得应该干些

什么。回到所里一说，所长冯杰仲立马表示支持，不仅趁着

阴雨间隙，联系了采收设备，还带着全所民警辅警来帮忙。

时间不长“渼陂路派出所民警帮群众收麦子”的话题，就引

起了广泛关注。“潘厅长”表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村

的夏粮就是收上来了，群众大半年的心血保住了，这是我

最开心的事。”

　　自晋侯暖心警务会客厅建成以来，晋侯片区传统

案件零发案、电信诈骗类案件零发案，办理各类户籍

业务200余件，提供法律咨询130余次，解决群众纠纷10

余起，预防电信诈骗案件14起，为群众提供服务300

余次。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孔超

　　

　　“来到这里你别怕路远、别怕艰

难、别怕没人管，这里是你心灵的港

湾……”深秋时节，在河南省驻马店

市看守所，一名身着三级警监制服

的民警正带领在押人员练唱这首名

为《新生》的歌曲。

　　民警叫李方杰，驻马店市看守

所所长，歌曲是看守所所歌。

　　“这首歌曲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希望在押人员端正认知，校正行为，

尽快走上新生之路。”李方杰说。

　　近两年来，李方杰荣立个人三

等功一次，在他的带领下，驻马店市

看守所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4名

民警荣获省级以上荣誉，1名民警荣

立个人二等功、7名民警荣立个人三

等功，看守所荣立集体三等功1次，

收到在押人员及家属感谢信1063

封，锦旗216面。

挑起担子就干好

　　“既然挑起了这个担子，不管再

艰难，我一定要把工作干好。”李方

杰调任市看守所所长时说。

　　李方杰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

励约束并重，坚决贯彻执行相关铁

规禁令，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

教育，大力推进监管队伍革命化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同时坚持

“怀着感情带队伍”，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民辅警实际困难。他在工作

中积极探索“三三四五”工作法，即

“三管齐下”以法正心：律师释法、现

身说法、大课讲法；“三项制度”规范行为：亲情会见制度

聚人心、量化考评制度激活力、一日生活制度促养成；“四

法并举”以文育人：仪式教育激励、文化教育感染、读书学

习塑造、专场活动引领；“五位一体”真情化人：心理疏导、

谈心谈话、结对帮带、生活关爱、化解矛盾。

　　在李方杰的笔记本上，每一页都清楚地记载着工

作部署、在押人员信息、工作日志、民辅警家庭状况等。

他得知民警罗璐的父亲做过开颅手术，公公是植物人，

丈夫在外读研究生，孩子上学，工作、生活压力非常大，

他第一时间到她家中看望慰问，并将她工作岗位调整

到管教岗位，减少夜间值班，让她有充足的时间照顾

家庭。

　　在李方杰的带领下，驻马店市看守所打造成以法

治教育和文化育人为主要内容的特殊学校，连续保持

23年安全无事故。

是管理更是教育

　　2023年3月，一纸喜报从北京传来。驻马店市看守

所协助破获的一起涉嫌组织卖淫案被评为全国公安监

管部门协助破案精品案件，10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63名失足妇女被挽救，涉案金额3660

余万元。

　　此案的成功侦破，是驻马店市看守所教育感化在

押人员的结果。

　　“看守所管理是一项心灵重塑工程，要用真情打动

在押人员，用真心呼唤良知，不仅是管理，更是教育。要

让在押人员认真悔过，避免再次误入歧途。”李方杰说。

　　在押人员张某走出驻马店市看守所后，第一件事

就是把微信名改成了“新生”。他说：“我在这里受到了

心灵的洗礼。李所长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在监区管理上，李方杰采取“以教促管、以学促管、

以练促管、以评促管、以保促管”等措施，把“教育人、转

化人、挽救人”落到实处，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消除

了一个又一个隐患，使“监所变学校、监室变教室、羁押

期变学期”，极大调动了在押人员的积极性，整个监区

书声朗朗、干净整洁、规范有序。

　　李方杰带领民辅警创作看守所所歌《新生》，创办内

部刊物《新生》，设立“在押人员学习专栏”，营造看守所特

色文化氛围，为每个监室配发学习资料，用经典文化引

领、洗涤在押人员的心灵，重塑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开展法治、文化教育，教育在押人员做到知法、守

法、懂法，唤醒其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请来心理咨询

师、法律援助律师有针对性地帮助在押人员答疑解惑。

铁汉也有落泪时

　　“我们的岗位，注定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去照顾家

人。大家都默默地坚守着那份庄严的承诺、沉甸甸的责

任。”这是李方杰在笔记本扉页写下的一段话，字里行

间真情流露。除了警察这个身份，他还是父母的儿子、

爱人的丈夫、孩子的爸爸，但因监管工作的特殊性，李

方杰对家人亏欠得太多。

　　李方杰的母亲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为了让他安

心工作，妹妹主动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而他只能趁

节假日去陪陪母亲。9月18日，母亲去世，他跪在墓前哭

道：“娘啊，儿子没有陪好您，下辈子一定好好孝敬

您……”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李方

杰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全所民辅警有信心有能力谱写

出公安监管事业新篇章。”

□ 本报记者 韩宇

　　

　　“今天去看守所讯问张某、

李某、王某3人……”这是2023

年9月15日，辽宁省大连市公安

局旅顺口分局民警赵志广在他

的办案笔记上写下的最后一

段话。

　　9月16日9时15分，赵志广

在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专项工

作期间，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

倒在工作岗位上，时年44岁。

　　“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这

么突然地就离开了，想起来心

里就难受。”旅顺口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教导员孔德良哽咽着说。

他有股较真劲儿

　　“志广总是拿着账本，翻来覆去地核

对，又在笔记上记录哪天调取了流水、核对

了什么项目、人员信息……放心不下工作

的他，晚上总是住在寝室查账目。专项工作

周六、周日不休息，志广和大伙一样，这里

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大连市公安局内

保支队二级高级警长曲洪军说道。

　　在专项工作中，赵志广带领团队主要负

责账目审计、涉案资金追缴等工作。“账目的

细节必须一页页、一条条、一项项的逐个核

对，证据、审计等都要互相核对。这个工作量

非常繁重、极为重要，一分一毫都不能放过，

证据规格要求极为严格，对于能否办成铁案

至关重要。”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纪检组

组长王家升感慨地说，赵志广能静下心、坐

得住，不弄清楚不罢休，把案件干到极致。

　　较真是赵志广的办案准则。

　　20余家涉案公司、辐射全国7个省市、

涉案价值上亿元；25本卷宗、4个年份的4个

箱子共200余本账目、千余份合同发票……

赵志广用一本办案笔记、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个个“小便签”过眼万千账目流水，在枯

燥乏味的数字、眼花缭乱的表格、堆积如山

的票据中，捋清核准资金脉络。遇到有冲突

的地方，他都贴上小便签，逐一登记“挂

号”、逐个核实“销号”，确保一个不漏，串起

证据“链条”，刻上铁案“烙印”。

　　“志广本可以把账目问题列出提纲，交

给负责侦查讯问的民警。但那天他跟我说，

这些账目的来龙去脉他最清楚，问起来更

直接、更能提高效率，要直接去讯问才放

心。”王家升回忆道。

他有股执着劲儿

　　赵志广2002年7月参军入伍，因工作能力突

出，2005年调至旅顺口边防大队羊头洼边防派出

所任职，主要负责案件侦办工作。他将大部分的

业务时间都用在钻研案件上，先后参与侦破货轮

镁砂走私案，扣押镁砂5000

吨，价值1000余万元；某工地

材料被盗案，为企业挽回损

失400余万元；参与侦破盗窃

多辆重型车系列案、挖掘机

电脑芯片敲诈勒索案等多起

案件，是所里执法办案的行

家里手。

　　在边防派出所积累了丰

富办案经验的赵志广，2015

年转业到旅顺口公安分局三

涧堡派出所。因实战经验丰

富，赵志广很快就成了所里

“挑大梁”的办案民警。在三

涧堡派出所，他牵头办理各

类治安案件100余起，抓获各类违法嫌疑人

30余人；调到旅顺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后，

他走访渔民500余人，制作询问笔录100余

份，行程一万余公里，成功破获3起骗取国

家燃油补贴案和一起强迫交易案，有力震

慑了涉海涉渔违法犯罪。

　　赵志广不仅办案有方法，处理起群众

的事也是用心用情。三涧堡派出所辖区两

家老邻居，因占地吵得不可开交，赵志广前

前后后跑了好几趟，“真要闹到动手了，依

照法律处罚他们，以后邻里关系还咋处？最

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及时化解。”在赵志广看

来，群众的事不能等，小事处理不好就会引

发大矛盾。经过他多次调解，两家握手言

和，他们的子女还特意到所里感谢赵志广。

他有股亲近劲儿

　　旅顺口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张雁冰

和赵志广一个办公室，“他就像我们的老大

哥，平时我们有啥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

辞，当成自己的事一样。他脸上总是带着

笑，见到大家伙乐呵呵的，身边同事、朋友

谁有点啥事，都愿意找他唠唠。”说到这，张

雁冰扭过头看着窗外，抿着颤抖的嘴说不

出话。

　　同事有困难，赵志广都想尽办法帮把

手，自己家困难他却一个字不对人说。“没

事儿，放心，等我下班回来”，这是赵志广经

常对家人说的话。

　　身为人民警察，越是节日长假，越要在

岗在位，为此，赵志广缺席了与家人一同出

行的一次又一次陪伴。然而他把双方老人

接到身边照顾，一肩担起整个家庭的担子，

他爱子而不惯子，用心为孩子做好每一个

规划。他积极乐观地平衡着家庭和工作的

关系，可是那个老了以后与孩子骄傲地细

数工作业绩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

　　赵志广走完了21年的卫国戍边、为民从警之

路，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4岁。依稀中，他仍旧笑呵

呵地倚着门边，憨厚地说道，“有啥事儿，说话啊！”

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供图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谭小兵

　　

　　“认真办好每一起案件，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

正义。”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三部四级高级检察

官童洋洋时刻把这句话记在心中，行于实践。

　　从检9年来，童洋洋一直扎根在基层民事行政检察岗

位，共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300余件，始终以“如我在

诉”的理念与群众站在一起，践行为民司法、维护公平正

义的理念。

　　2021年9月，童洋洋在全市检察机关第一届民事检察

业务竞赛中荣获“全市民事检察业务标兵”称号。今年6

月，童洋洋荣获首届“全国民事检察业务能手”称号，入选

全市民事检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监督专业团队。

为民解难，牢记案件无小事

　　“再不用背这50万元债务，终于甩脱‘老赖’的帽子

了！”2022年6月，梁女士再次来到渝北区检察院时步履轻

松，她满面笑容地送上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

　　5年前，直到房子被查封，梁女士才得知，自己早已被

推上了被告席，并被法院判决与前夫陈某共同承担50万元

债务。事实上，梁女士与陈某于2013年就处于分居状态，陈

某已与他人同居。由于从未收到过判决书，迟迟“欠债不

还”，梁女士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时走投无路的

梁女士向渝北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检察机关抗诉。

　　接到监督申请后，童洋洋作为该案承办检察官开展

调查核实工作。童洋洋查明，另案中，陈某还向其他当事

人借款150万元，这两起案件在借款时间、借条书写等方

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都属于大额借款。

　　“从借款合意上看，陈某向李某借款时，已与梁女士

分居，双方不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从用于日常生活的角

度上看，陈某一个月内向他人借款200万元，数额巨大，明

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并且在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分居的情况下，大额借款用于家庭生活也不合常理。”童

洋洋有条不紊地分析，并由此判定，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明显不合理。

　　2022年2月，经渝北区检察院向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提

请抗诉后，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提出抗诉。重庆一中院裁定，由渝北区法院再审本

案。同年6月，再审案件正式开庭。最终，渝北区法院采纳了

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判决驳回李某对梁女士的诉讼请求。

　　收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梁女士激动地直言：“我终于

解脱了。”

与民同行，护社会和谐稳定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我们的血汗钱！”45名农民工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屡次讨薪无果，无奈向渝北区检察院提

出了支持起诉申请。随后，该院成立包括童洋洋等检察官在

内的办案组，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

　　“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也

要让他们感受到法律最真实的抚慰。”童洋洋下定决心。

　　童洋洋向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了解案情，及时掌握

了第一手案件材料；之后又到涉案的重庆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走访调查，调取相关证据，询问公司法定代表人，

准确掌握拖欠工资原委。该公司作为工程施工方，未收到

业主方支付的工程款，加之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致使无法

及时支付工资。

　　童洋洋意识到，涉案公司存在实际困难，单纯对抗式

诉讼并不利于矛盾化解。在向法院送达支持起诉书前，渝

北区检察院多次走访，并与区清欠办、区劳动监察部门进

行沟通协调，试图找到事了人和的途径。

　　今年4月，支持起诉意见书送达渝北区法院后，涉案

公司和45名农民工经过充分沟通，终于找到双方均能接

受的方案，顺利签署调解书。调解结束后，45名农民工将

包括童洋洋在内的渝北区检察院检察官们团团围住，不

停地拱手道谢。

　　“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是

民事行政检察的一项重要职能，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和谐稳定。”童洋洋心中感慨万分。

竞赛提能，学海无涯“乐”作舟

　　今年6月，一场大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北戴河检察技

术保障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最高检单设民事检察厅的首

场全国业务竞赛，本次竞赛会集了98位来自全国各地、不

同层级检察院的佼佼者们。

　　童洋洋凭借优秀的业务技能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届

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业务能手”称号。

　　在童洋洋的词典里，“学海无涯‘乐’作舟”是新时代

检察人成长的“金钥匙”。他经常利用工作间隙、睡前饭后

等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并勤于总结善于提炼，认真钻研

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备赛期间，童洋洋全面复习了民

商事法律知识提升理论基础，并在一个个案件中提升办

案能力。荣誉称号，既是辛苦备战的成果，更是他工作以

来点滴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竞赛中的所学所思所悟进

一步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能力，一如既往深耕主责主业，高

质效办好每一件民事检察案件，让人民群众能感受、可感

受、感受到公平正义。”童洋洋说。

潘养利：“三把火”烧旺暖心警务会客厅

  图为潘养利（左二）在暖心警务会客厅接待群众。  章振 摄  

童洋洋：
让百姓感受法律最真实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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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方杰跟在押人员谈心。

驻马店市看守所供图  

  童洋洋（中）与同事讨论案件。

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