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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东

　　

　　近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公安厅层层推荐

评选，10位信念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基层民警脱颖

而出，荣获“全区最美基层民警”荣誉称号。临近退休，却依

旧怀揣一腔热忱，守护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社区一线

的蔡庆生也荣获这项殊荣。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从穿上警服那天起就是国家的

人，这辈子就要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公安事业，每一天、

每一年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度过。”蔡庆生说。从警40年，他

先后被自治区评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优秀

公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在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蔡庆生创造了两项纪录：一

是从警时间最长，二是一辈子都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如今，

59岁的他已是两鬓花白。但不管春夏还是秋冬，贺兰山脚、

街道、社区、乡村，每天都能见到他巡逻防控、了解民情、调

解纠纷、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身影。

　　2020年8月，蔡庆生到镇北堡镇派出所永良警务室（以

因公牺牲烈士王永良名字命名的警务室）从事社区民警工

作，扛起了传承英烈的精神旗帜。

　　永良警务室管辖3个自然村、3000余户上万名村民，绝

大多数为外来移民，治安状况较为复杂。为尽快改善村居情

况和治安状况，蔡庆生秉持“预防才是治本良策，靠前才能

赢得先机”的理念，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做到熟悉人、熟悉地、

熟悉事，认真访民情、解民忧、化矛盾、防风险、查问题和治

乱点。

　　“老蔡，你赶紧来，老刘和老马因为地里淌水的事情

要干仗了！”“老蔡，老于家两口子打架了，你赶紧来！”不

论白天深夜，只要接到辖区群众电话需要调解处理纠纷，

老蔡就迅速赶到现场，磨破嘴皮子劝这个、说那个，从大

道理讲到人情世故，直到矛盾双方握手言和，蔡庆生才放

下心来。

　　除了摸排矛盾纠纷，踏查毒品原植物也是蔡庆生的一

项重要工作。“老哥，这辣椒、茄子长得好啊，种的这些蔬菜

种子在市场都能买到吧，但是在选购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别

掺了其他不好的种子。”在村子的大棚前或田间地头时常能

看到老蔡的电动车，车上放着色彩各异、大小不等的小册子

和海报，都是禁毒相关的知识手册。大棚种植农户对各类果

蔬农产品的种植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对于毒品知识还是一

知半解。老蔡坚持“预防为先，守住干净庄稼，守护一方百

姓”的理念，把毒品相关知识讲给每个村民听，同时组织带

领民辅警、禁毒专干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不要因为事小、事难而不去做，做好基层工作的诀窍

就是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蔡庆生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地操心着百姓的平凡小事，在平凡中彰显他对人

民的热爱、对公安工作的忠诚。

　　蔡庆生还创新推出了“圆桌调解工作室”品牌，探索“公

安为主、专业辅修、群众参与”的多元化调解工作法，将矛盾

纠纷遏制在初始、化解在基层、防患于未然。村民来找老蔡，

一准儿是有难事急事，他总是第一时间想办法为群众排忧

解难。

　　2020年5月，老蔡的妻子突发脑出血紧急住院，经过20

天的治疗，妻子出院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一边是大病初愈

的老伴，一边是离家很远的派出所和繁忙的社区警务工作，

纠结一番，蔡庆生决定带着妻子在辖区的小公寓租住。

　　为了不耽误工作，每天早晨，老蔡都会给妻子洗脸梳

头，做好饭菜，贴心地做好保温并贴上标签，然后匆忙赶

到村里。中午回来后，他看着妻子吃饭，等她睡下再赶回

所里处理公务，晚上回家后给妻子做饭、洗衣服、做家务。

半夜待妻子熟睡后，老蔡又骑上电动车赶往警务室开展巡

查工作。

　　没过多久，群众便发现老蔡有些“异常”，在工作间隙，

他不是往返于家中和警务室，就是拿着手机躲得远远地打

电话，有时候还偷偷地擦眼泪。一段时间后，老蔡带着患病

的妻子把家搬到辖区上班的消息在村民中传开了。

　　“老蔡，这是我家自己做的馒头，还有我家地里种的小

白菜和辣椒，你带回家。”“不能不要，你对我们这么好，必须

收下。”“老蔡，这是我媳妇炖的羊肉，你带回家，家里有啥需

要帮助的就说。”老蔡的警务室每天都有群众送来的馒头、

蔬菜。双向奔赴中，点点滴滴都是群众回馈老蔡的温暖

和爱。

　　后来，西夏区公安分局党委准备给老蔡调整岗位，方便

照顾妻子，而老蔡却坚决不同意：“我一辈子没给组织添过

麻烦，家里的困难我能克服，我不能辜负永良警务室，没有

人比我更熟悉这里的情况。”

　　一套套理论方案、一件件创新实践、一桩桩警民感人事

迹……在蔡庆生的守护下，永良警务室辖区连续5年零发

案、零诉讼。老蔡是平凡的，但老蔡的事迹却是非凡的，他用

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守护群众的幸福和安宁。

  图为蔡庆生（右二）深入社区调解矛盾纠纷。

银川市公安局西夏分局供图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谢丽勋 唐霖源

　　

　　

　　李阿婆家的水管渗水需解决；要给张大

爷作反诈宣传；化解刘、赵两家长达10年的林

地纠纷；王大哥一家办落户还差材料……这

是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在云南红河边境管理

支队新街边境派出所莲花滩警务室民警吴清

吉的社区警务工作记录上看到的“工作待办

清单”，每完成一件事，吴清吉就会画一个

红勾。

　　“以前这些都是一个人干，现在多了一个

人，动力更足了，成效也更明显了。”吴清吉告

诉记者，自从妻子黄增萍来到莲花滩乡担任

消防救援队文员，夫妻俩工作效率高了、干

起活来更有劲了、老百姓有事也愿意找他

们，所在的警务室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夫妻警

务室”。

最幸运的工作

　　“第一次约会，他就带我到所辖的村委会

和执勤点，如数家珍介绍着自己的工作和当

地风土人情。”黄增萍告诉记者，第一次到莲

花滩乡时，她刚坐了4小时的火车，又坐了两

小时汽车，难忘的经历让她对吴清吉的工作

肃然起敬，并心生向往。

　　莲花滩乡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

口瑶族自治县，当时，黄增萍还在昆明市西山

区人民法院工作，2021年5月20日，两人步入

婚姻殿堂后，黄增萍就一直谋划着要和吴清

吉团圆。2023年6月，黄增萍得知河口县消防

救援大队急需招录一批文员，果断辞掉法院

的工作，把家搬到莲花滩乡，与丈夫一起成为

戍边人。

　　消防站成立不久，黄增萍发现乡镇消防

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消防安全意识不高。她便

走村入寨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在一家店铺中，

黄增萍发现灭火器超期未送检，她指出隐患

并让店主整改，可店主非但没接受，还对她爱

搭不理。“之前哪儿见过这架势？好在清吉有

经验，几句话就说服了店主。”黄增萍笑着对

记者说起这事儿，“想让群众服你，就得把工

作做到群众心坎里，让他们认可你。”吴清吉

当时这么对她说。

　　于是，黄增萍在提高岗位专业能力的同

时，抽空便向经验丰富的吴清吉请教，从头了

解莲花滩乡基本村情、村规民约，与吴清吉一

同下乡走访，调解纠纷、服务群众，还力所能

及帮助吴清吉普及法律知识，处理日常工作，

和群众打成一片。

　　“原来这是小吴的媳妇儿啊，都是一家

人。”得知情况后，村里的老百姓也把黄增萍

当成了“自己人”。

　　去年10月，新街边境派出所与消防站商

议后，决定在莲花滩村委会成立莲花滩夫妻

警务室，两人共同开展边境巡逻、入户走访、

消防安全检查、调解纠纷、法律宣传等工作，

“能在一起工作，是我们的幸运。”黄增萍笑

着说。

最浪漫的行走

　　“以前，我觉得最动听的话语不是‘我爱

你’，而是‘我要休假了’，现在是‘走，去寨子

里转转’。”黄增萍说，从省城来到边陲乡镇虽

然条件艰苦些，但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既充

实又快乐。

　　然而，其中也是困难重重。身边的朋友不

解：“好好的省城不呆，瞎折腾啥？”农村的父

母也非常生气：“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为什么

要回到大山？”

　　“出于私心，我可以陪伴和照顾他，出于

现实考虑，身为边疆人，我深知边疆的乡村振

兴工作不是一朝一夕，需要一代代年轻人

接力奋斗。我们回到大山，也是为了能更好

地实现自己的价值。”黄增萍告诉记者，虽

然这里常年高温酷暑、毒蛇蚊虫肆虐、生活

单一乏味，但她仍然选择追求属于自己的

“浪漫”。

　　夫妻俩刚结婚时，吴清吉因每日坚持

到辖区走访，日均万步的运动量，让他右膝

外侧半月板撕裂，医生建议休息6周、避免

剧烈活动，必要时手术治疗。在家休息的时

间里，吴清吉经常接打电话，为村民处理疑

难杂事。

　　“不能找其他人吗，又不是非你不可？”黄

增萍问出了心里的疑问，吴清吉告诉她，找他

是相信他，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病情稍有好

转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作岗位。

　　直到后来，黄增萍来到莲花滩乡工作

后，也有了一本本记满了东家长西家短的

工作笔记；平时走访村民总会受到热情接

待；辖区谁家有红白事都会第一时间通知

她……她才终于明白，这份信任不仅是夫

妻俩为民办实事的见证，更是在边境上独

属于他们的“专属浪漫”。

最靠谱的民警夫妻

　　夫妻警务室的日常工作，多是帮着处理

村民的家长里短、辅导小朋友做作业、看望独

居老人、帮村民送药、调解邻里纠纷……从语

言不通到能听懂关键字，黄增萍也从“外来

客”变成村民的“贴心人”。

　　有一次，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中，因媳妇

在孕期时没有得到婆婆的照顾，现在婆婆老

了想让儿子养老，媳妇不同意，多次与丈夫争

吵，严重到拳脚相向。

　　吴清吉在接到村民电话后赶去协调，黄

增萍也一同到了现场。一个拉丈夫，一个劝媳

妇，矛盾很快化解，夫妻言归于好。而类似这

样的调解，每个月都有好几次。

　　“女性有天然的亲和感，社区工作繁杂，

特别是一些矛盾纠纷的化解有了她的帮忙，

就容易了很多。”吴清吉告诉记者，法学专业

毕业的黄增萍面对村民来访的业务咨询，都

能准确解答，而他有了妻子的帮忙工作起来

更加得心应手。

　　夫妻警务室墙上挂着10多面村民送来

的锦旗，都是夫妻俩扎根警务室，为民服务

的成效展现，也寄托着老百姓的安全感与

信任感。

　　“随着村民学法用法的意识提高，今年年

初我们在夫妻警务室开办了‘普法大讲堂’，

用身边的真实案例，采取互动参与的方式，为

村民们送上法律大餐。”吴清吉说，“普法大讲

堂”每周末19点开讲，21点结束，同时收集大

家下次想听的内容，让村民愿意听、有兴

趣听。

　　“警务就是家务，工作就是生活，夫妻警

务室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群众需要，我们随

叫随到，在莲花滩乡，‘有事找小吴’已经成为

大伙的习惯。”吴清吉说。

守边夫妻的“幸运”与“浪漫”

“女汉子”民警的
柔情与大“事儿”

最美基层民警的平凡与坚守

  图① 吴清吉夫妇正在贴窗花。

  图② 吴清吉夫妇入户开展消防知识宣传。

云南红河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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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实习生 屈羿辰

　　

　　从警17年，她是冲锋陷阵的女刑警，也是弘扬

警营正能量的宣传民警。如今，她在一线派出所，居

民们觉得，这个“女汉子”民警心中有柔情。她就是

2024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安贞里派出所副所长贾颀。

　　2022年，贾颀初到安贞里派出所，心里充满忐

忑。“刑警是案发后工作，每一次出击都可以提前做

准备。派出所却是每天随时准备应对未知情况，第

一时间作决策，确保辖区和群众安全。”贾颀颇有感

触地说。

　　到派出所的第三天，贾颀值夜班。凌晨两点，一

起警情打破了宁静。居民区一家住户冒出浓烟，邻

居们被熏醒后报了警。在去往事发点的路上，贾颀

脑海里就进行着各种盘算：大小火情如何正确处

置、明火怎么灭，怎么在浓烟里逃生、疏散群众，什

么情况可以破门……屋内还在持续飘出浓烟，贾颀

敲门没人应，她爬上阳台窗户从栏杆外往厨房看，

发现烟从被烧干的锅里冒出。就在准备破门时，一

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房门打开。

　　原来，当晚男子酒后回家用燃气灶烧水，没等

水开就睡了过去。贾颀悬着的心落定，叮嘱了醉酒

男子，安抚好邻居们情绪，才和同事离开。

　　经历过这次突发事件处置后，贾颀决定要尽快

改变自己心里“没底”的状态。派出所4个警队，她挨

个儿跟着出警，哪怕是站在边上不说话，只是听和

观察，然后复盘学习。

　　贾颀认为，想要在基层工作得游刃有余，没有

捷径，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经历和学习。两个月后，

她不再犯怵。快人快语、大大咧咧的性格让她很快

适应了所里的小案件和小纠纷，逐渐发挥起“大”

作用。

　　前年冬天，有好几个居民反映老丢快递。有人

报损十几块钱，有人是几十块钱，案值虽然不大，但

屡次发生，让这个老旧小区里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们

感觉“身边有隐患”。

　　贾颀带领民警蹲守，挨楼挨户走访，终于在一

个小卖部将刚刚“顺”走居民快递的犯罪嫌疑人抓

获，并在其住处发现大量被偷盗的快递。贾颀让民

警挨个拍下照片，在社区张贴告示、在小区微信群

发布消息让大家认领。有人找上门儿说，原本对找

回快递已不抱希望，但看到通知赶紧过来一趟，就

是为了谢谢民警，“真拿我们这些小事儿当事儿”。

　　去年7月，一位暂居外区的老人到所里报警，

“民警同志，我把半个家当都搞丢了。”

　　原来，老人回安贞里社区办事时包丢了，里面有

现金、银行卡以及自己和老伴的户口本、医保卡等重

要证件。“我老伴儿还等着用医保卡看病取药。”老人

说着说着就哭了。这位已经86岁的老太太是家里的“顶

梁柱”，不仅要照顾瘫痪的老伴儿，还有长年患病的儿

子。平日她不敢疏忽大意，家里买药、做饭、各种交费

办手续都得她亲自来，没想到还是忙中出错。

　　这情况让贾颀听着心疼，她想到自己70多岁的

父母也是常年独自在家，能不麻烦她的事儿绝不

张口。

　　当天，贾颀带领民警沿着老人行走的轨迹细致

查找。5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老太太的包。原来，是

老太太不小心自己在路上掉了，被人捡到后送到了

小区物业。

　　贾颀说，物品遗失算不得案子，但面对这样一

位老人的求助，他们不能拒绝，也不忍看她着急，

“好几位民警持续不断查监控，沿途商家挨个儿问，

总算有个好结果，这时间和精力花得值。”

　　派出所女民警不多，却在工作中有着独特的

优势。

　　一名女子要轻生。贾颀带领民警赶到现场，看

到她坐在13楼楼道的窗台上，一只手扒着窗户，低

着头不停抽泣。窗台很窄、围栏很低，情况让人

心悬。

　　“来来来，有什么事儿跟姐姐聊聊。”贾颀用平

和的语气询问情况分散她的注意力，“遇到啥大事

儿了这是，非得这么解决，说给我听听。”贾颀一边

说着，一边使眼色让身边的老民警迅速靠近，没等

女子反应过来一把拽住将其抱下。

　　“遇到什么事儿了跟姐说，姐给你解决。”在贾颀

的不断安抚下，女子扑进贾颀怀里痛哭起来。原来，她

刚刚经历一场情感纠纷，对方一言不合便失联，自己

一时无法接受，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在贾颀的劝导下，

姑娘逐渐平复了心情，后被家人安全接回。

　　分管所里的法制工作后，贾颀狠抓规范执法，

开展“案件日巡检”“案例周讲评”“执法水平月抽

测”，提高办案民警的理论和实战能力。不少民警私

下对她的严苛管理叫苦，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大家

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来到派出所两年，贾颀带

领的警务队两年在全所排名第一，全所执法质量考

核大幅跃升，执法考评成绩排名分局前列。

  图① 贾颀接待前来办事的居民。

  图② 贾颀（中）和同事对辖区一家汽车修理厂

进行日常安全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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