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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他扎根社区17年，先后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134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89起，查结、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897起，为辖区群众和企业办好

事3000余件（次），收到表扬信、锦旗139面（封）。

他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百姓，维护了社区平安

和谐，也因此深受广大辖区群众的信任和

喜爱。

　　他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汤

岗子派出所教导员，四级高级警长李华瑞。

　　多年来，李华瑞两次赴京参加表彰大会，

先后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

“最美基层民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辽

宁省优秀人民警察，辽宁省人民满意警察等

荣誉称号；曾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

功8次。

摸索总结调解“秘笈”

　　2006年10月，李华瑞转业到汤岗子派出所

从事社区警务工作。刚参加公安工作时，李华

瑞满腔热血扎进社区进行采集信息，可是一连

几天收获甚微，让他更没想到的是，一些居民

的牢骚话、怨气话好像专门为他准备似的，把

他堵得心慌。不过，李华瑞并没气馁，他变“敲

门采集”为“随机采集”，主动融入群众、用心了

解群众。隔了几天，李华瑞怀揣着一摞精心设

计的警民联系卡，扎进老百姓堆里，介绍安徽

老家的风土人情，畅谈部队的工作生活，每当

自己讲到兴奋处、群众听得乐和时，李华瑞就

随手递给一张警民联系卡，谈笑风生间就把居

民信息了解清楚了。

　　那一段时间，李华瑞下乡村、跑农家，进社

区、访民情，不仅完成了信息采集工作，更让辖

区群众认识了这个“片儿警”小李，老百姓纷纷

称赞“这个警察不一样！”

　　服务群众带着感情做、做出感情来，这一

干就是17年，更让李华瑞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

有效管用的社区工作法。

　　2022年12月，有两对年轻夫妻因相邻楼房

隔音效果不好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发展到持刀

相对的地步。李华瑞了解情况后，多次进行场

景模拟，迅速找出了“症结”所在，他自掏腰包

买了六双降噪拖鞋给楼上居民送去，这让居民

感到非常愧疚，最终成功让两家化干戈为

玉帛。

　　这次事件也引起了李华瑞警觉，矛盾纠纷

看似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一旦处置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矛盾激化。为此，他专门组织社

区民警、乡贤、楼长等对易发生的矛盾纠纷进

行问题分析，共梳理出三十六类矛盾易发点，

总结归纳了矛盾纠纷调解“三十六策”，有了这

个“秘笈”，派出所在调解居民矛盾纠纷时就得

心应手了。

为群众办事敢担当能吃苦

　　李华瑞常说，当警察，就得时时刻刻把老

百姓的事装在心里。

　　泉东社区五委有一条长400米、宽4米的路，

经过40多年的岁月洗礼变得破烂不堪、坑洼不

平，给百姓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作为包片民

警，李华瑞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条路修好。

　　说干就干，李华瑞一边制定修路工作计

划，一边寻找爱心人士募集善款，同时积极与

党委政府和交通部门沟通协调，最终，他为老

百姓奔波的诚心打动了所有人，修路难题迎刃

而解。3天时间，李华瑞与施工人员一起吃住在

工地，终于让老路焕发新颜。

　　李华瑞说：“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就要敢

于担当，敢吃苦。”李华瑞的辛勤付出，也得到

了辖区群众的高度认可，甚至有的辖区群众需

要拨打报警电话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

“110”，而是李华瑞的电话。

　　辖区刑满释放人员殷某因扒窃多次被公

安机关打击处理，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从此

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信心。李华瑞得知后，动

员殷某到辖区易发生扒窃案件的集市当义务

反扒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辖区内扒窃类

案件明显下降，身边群众也看到了殷某改邪归

正的决心，对他的看法和成见也烟消云散了。

殷某有了工作，对生活有了希望，看到殷某变

化的老百姓纷纷称赞李华瑞“他对群众比亲人

还亲！”

　　“不让一个群众掉队！”这是李华瑞对辖区

群众的承诺。辖区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一个，他

都主动登门见面，谁有困难他就帮助解决。在

他的努力下，辖区40名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为“零”。

组建8支群防群治队伍

　　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力量

加强社区平安建设是李华瑞实现群防群治的

工作导向。

　　工作中，李华瑞针对辖区居民反映广场舞

大妈扰民的情况，经过多次前往镇政府、房产

局等部门沟通协调，成功将一套800余平方米

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社区活动中心”，在室内安

装了各类运动器材，设置了棋牌室和图书报刊

阅览室，特别是打造出一间400平方米的房间

专门用于文艺活动排练，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妈

们跳广场舞的场地问题。大妈们也主动申请协

助李华瑞共同维护辖区治安，成了泉兴社区首

支群防群治队伍。

　　随后的日子里，李华瑞根据辖区居民的爱

好和特点，先后组建了“泉兴家园”中年舞蹈

队、“泉兴家园”退伍兵义务巡逻队、“雷锋大

妈”调解队、“赵大妈”义诊队等8支群防群治队

伍，参与群众近千人。

　　2021年，李华瑞主动协调镇政府，将8支群

防群治队伍整合为“汤泉义警”平安志愿者团

队。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汤泉义警”平日里开

展文艺活动丰富辖区文化，积极传播正能量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夜间或节假日开启巡逻

模式。

　　“自从小区有了巡逻队，那可安全多了，这

得多亏了李警官！”一提起小区的治安，群众就

赞不绝口。近年来，“汤泉义警”累计为公安机

关提供各类线索111条，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25人，破获案件57起。李华瑞开启的社区平

安建设群防群治新模式，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群众、

企业、公安多方共赢的局面。

一身正气赢得爱戴

　　李华瑞的故乡远在千里之外，但他把鞍山

作为第二故乡，与辖区百姓相处得如同家人

一般。

　　多年来，李华瑞一家三口居住在50平方

米的公寓内，他还坚持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

捐赠给辖区生活困难群众。李华瑞为辖区刑

满释放人员找工作，自己妻子一直没有稳定

工作。辖区企业找到他，想给他妻子安排一

份稳定的工作，李华瑞坚决拒绝：“这是以

权谋私。”

　　2023年，因长期工作劳累，李华瑞常感腹部

疼痛，妻子催促他到医院检查，他嘴里答应，却

转身就又下到了社区。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

同事看到他满头大汗、不断呕吐，立即拉他前

往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胆囊炎，需要手术切

除胆囊。手术后刚刚恢复，李华瑞就迫不及待

地返回了他心心念念的工作岗位。

　　17年的心系群众、服务群众，让辖区群众

深切感受到了李华瑞的奉献与担当。17年的

走街串巷、风雨无阻，让李华瑞与辖区群众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当他调任为副所长、教导

员，辖区群众既高兴又不舍，后来，有400多名

群众一同来到派出所，提出让李华瑞兼顾泉

兴社区工作，继续兼任泉兴社区民警。群众为

了感谢李华瑞的付出与坚守，专门将他的事

迹编成“好人李警官”快板书等，展现了“警

爱民、民拥警”，鱼水情深的生动画面。

李华瑞：居民请他兼顾社区工作

□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王鹏辉 刘雨竹

　　

　　“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湖北省汉江监狱，提起贺文敏，民警

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汉江监狱地处江汉平原，是所男犯监

狱。2023年，从事多年政工工作的贺文敏被

委以重任，调任刑罚执行科科长，成为湖北

监狱刑罚执行战线为数不多的女科长。

“跨界”能手

　　刑罚执行工作是监狱的主责主业，关

乎人民群众的执法司法获得感。

　　“我刚参加工作时担任过分监区指导

员，后来一直做思想政治工作，同事们开玩

笑说，我这次‘跨界’比较大。”看着略显陌

生的刑罚执行工作，贺文敏感觉“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

　　为尽快熟悉业务，贺文敏开启“白加

黑”模式：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学习湖

北省监狱管理局编印的各类刑罚执行政策

资料。彼时，正逢儿子小升初，想要母亲晚

上陪陪，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卷宗，贺文敏

不得不一次次爽约。

　　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贺文敏先后

整理编撰了《汉江监狱案件办理参考资料

汇编》等资料，有效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2023年，汉江监狱提请减刑案件和送达

减刑裁定，与20 2 2年同期相比分别提升

84.88%、87.5%，各项业务工作在湖北监狱系

统名列前茅。

“破冰”先锋

　　假释是刑罚执行工作中的“老大难”

问题。

　　相较于减刑，假释需对罪犯再犯罪风

险及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评估，主观性更

强、办案风险更大，办案民警存在较大畏难

情绪。

　　贺文敏迎难而上。

　　为使假释工作顺利“破冰”，贺文敏仔

细研究政策法规，严格审核法定条件，经过

多轮次筛选、排查，综合现实表现，在全监

范围内摸排出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杜

某某。

　　贺文敏带领工作专班，9次深入杜某某

原居住地，辗转1000多公里，与武汉市黄陂

区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区司法局横店司

法所及杜某某妻子、子女沟通对接，对杜某

某拟假释出狱后的生活状况进行摸底，对

杜某某再犯罪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同时，在汉江监狱党委支持下，贺文敏

多次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汉江分院办案人员召开联席会议，

推进杜某某假释案件审理的实质化、公开

化，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切实形成证据

闭环。

　　2023年9月8日，汉江监狱举行罪犯假释

公开宣告大会，在2000余名罪犯见证下，杜

某某被宣告准予假释。

　　据悉，这是汉江监狱近15年来办理的

首例假释案件，也是江汉平原地区近年

来首例假释案件，沉睡多年的假释制度被

“唤醒”。

　　“这次宣告大会对提高罪犯教育改造

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受邀到

现场监督的仙桃市政协委员、市司法局副

局长林涛感慨道。

“解铃”专家

　　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考验，是

贺文敏最大的追求。

　　2023年，汉江监狱刑满723人，贺文敏认

真从严审查、评估每名罪犯的刑满材料、改

造表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罪犯杨某，多进宫、恶习较深，入监前

患有眼疾，服刑改造期间一直为就医事宜

反复找民警、检察官缠闹，监狱曾安排其离

监手术，并先后外出就诊30余次。刑期届

满，杨某仍扬言出去后要状告民警和监狱，

要“闹事”。

　　与驻监检察官、监区责任民警商讨研

究后，贺文敏多次进监与杨某开展刑释前

谈话，从他关心的话题入手，反复宣讲政

策，帮助规划未来，最终成功感化杨某。

　　贺文敏还先后3次对接协调杨某所在

地司法行政机关，向其家属宣传相关政

策法规，做细做实各项环节，落实接人、

帮扶等后续事宜，有效化解了杨某涉访

涉诉问题。

　　2023年，贺文敏先后摸排出刑满后有涉

访涉诉风险罪犯24人，经她耐心细致的思

想工作，相关问题在刑满释放前均得到有

效化解。

　　“罪犯往往在认知层面存在缺陷，我们

要用心用情做好宣讲解释，帮他们解决

切实困难，避免矛盾升级失控。”贺文敏

对此颇有心得。担任汉江监狱团委书记

时，擅长做思想工作的她就被称为“知心

姐姐”。

　　从警24年，贺文敏先后多次获评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湖北省监狱管理局

“先进个人”等，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图① 贺文敏查看罪犯卷宗。

  图② 贺文敏与罪犯谈心谈话。

　　湖北省汉江监狱供图  

贺文敏：在刑罚执行战线“破冰”“解铃”

□ 本报记者  黄洁

□ 本报实习生 扎西央吉

□ 本报通讯员 于春秀

　　

　　今年31岁的陈晓琳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的一名女刑警。

她性格活泼、行事果断、睿智的眼神中透着刚毅。作为一名主要从事

刑侦信息研判工作的女警，陈晓琳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她常

说自己在隔着屏幕与犯罪分子“较真儿”。

　　今年年初，旅客杨先生报警，称其乘坐G162次旅客列车在枣

庄站准备下车时，突然发现自己的黑色行李箱不见了，箱内有价

值6800元的贵重物品。接报后，陈晓琳便和同事一起忙碌起来。由

于涉案信息线索繁多，陈晓琳抽丝剥茧，从列车上调取的公共视

频入手，盯着屏幕一帧一帧查看，一直看了8个多小时。功夫不负

有心人，陈晓琳通过视频发现重要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她顾

不上通红的双眼和僵直的颈椎，又继续围绕犯罪嫌疑人情况展开

相关线索的收集分析，并及时反馈给办案民警。很快，在陈晓琳的

大力协助下，犯罪嫌疑人落网，被盗行李箱追

回，里面的贵重物品都在。

　　得知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后，陈晓琳的

心里也是高兴的，她笑着说：听到这样的好消

息，就是我的幸福时刻。

　　“反诈是门技术活，骗子们冲业绩、创新招，

我们就得不断跟进，做到极致。”正如她说的，陈

晓琳也始终在“钻研”这项技术。由于支队人手

紧张，除了从事信息研判外，她还和同事负责支

队的反诈中心工作，案件核查、分析研判、止付、

冻结、返还、反诈预警……这样的工作他们每天

都在重复。

　　所谓“破一案不如防一案”。刑警支队积极

推动建设反诈预警平台，建立预警信息库，对触

网预警人员进行及时劝阻。但工作中，陈晓琳经

常会碰到群众不理解的情况。

　　2023年12月，反诈预警信息显示，管内某单

位员工李辉（化名）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陈

晓琳立即拨打李辉电话，但李辉情绪激动，三

次挂断电话。李辉的情绪并没有动摇陈晓琳

劝阻的决心，她继续拨打电话，耐心听完李辉的

不满后劝说：“公安机关在梳理犯罪嫌疑人账户

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账户曾接收过你的汇款，怀

疑你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所以才给你打的

电话。”

　　经过陈晓琳的不懈努力，李辉终于醒悟过

来，原来他下载了一个“刷单返利”软件，称完成

领取任务可以返钱，接到陈晓琳的电话时他正

准备汇款7000元。问明情况，陈晓琳抓住机会向

李辉详细讲解了刷单返利的诈骗套路，帮助李

辉从骗局中彻底醒悟，也避免了他的财产损失。

　　陈晓琳说：“反诈预警劝阻工作，说到底就是和犯罪分子斗智斗

勇，与他们抢时间、拼速度，让受害群众及时醒悟。能提前一分一秒预

警劝阻，就能让群众少受损失。”

　　2023年以来，陈晓琳参与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2起，协助抓获

犯罪嫌疑人28名，止付金额130余万元，冻结金额350余万元，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12万余元。

　　“反诈不是一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愿景，惟有让群众亲身感受、

竭力唤醒‘全社会参与反诈’的意识，才能建立起反诈的铜墙铁壁。”

这是陈晓琳在刑警岗位上的感受。

　　今年春运以来，陈晓琳和同事们不仅在列车、火车站内给广大旅

客普及防诈骗知识，时常还会走进管内铁路沿线单位内开展反电信

诈骗宣传活动。春节前夕，陈晓琳的宣传行程已超5000公里。随着陈

晓玲和同事们反诈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北京铁路公安处管内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与同期相比下降明显，反诈工作正在显现成效。

　　陈晓琳说，反诈之路任重道远，她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也

有信心完成自己的反诈使命。

陈晓琳：
隔着屏幕与犯罪分子“较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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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李华瑞（右）在巡逻途中遇到一名残疾老人，主动为其推轮椅，并嘱咐

他注意安全。

  图② 李华瑞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入户走访工作。

　　图③ 李华瑞与汤泉大妈平安志愿者分享最新的反诈知识。

　　鞍山市公安局千山分局供图  

③③

  图① 春节前夕，陈晓琳在列

车上布置车厢。

  图② 陈晓琳在办公室用电

话劝阻受骗事主，并耐心为事主

讲解如何防范骗术。

北京铁路公安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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