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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吉万宏 胡国华

　　

　　“买合木提的辅警号是FJ0013，他老婆的辅警号是FJ0014，

好听又好记，他们说要一起守护我们的安宁……”走进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吾斯塘阿热力格村，村口聊天

的群众都这样说。

　　这事儿要从2018年说起。当年8月，在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的买合木提•亚森怀着对公安事业的热爱，考入阿瓦提县公安局，

成为一名村警务室辅警。为尽快熟悉警务室工作，他每天白天去派

出所跟班学习业务，晚上入户走访了解辖区基本情况，通过努力，

他所在的警务室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多次被上级表彰，也赢得了

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2019年1月，在家人的撮合下，买合木提·亚森认识了从伊犁师

范大学毕业回村的阿曼古力•牙生，两人相识相恋后走进了婚姻

殿堂。

　　新婚燕尔，阿曼古力•牙生接到了小学教师录取通知书。这让

夫妻俩既惊喜又不舍，喜的是妻子终于有了自己热爱的工作，不舍

的是刚结婚就要两地分居。阿曼古力•牙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她要留下来追随丈夫。在经过考核后，她也成为吾斯塘阿热力

格村警务室的一名辅警。

　　“我们要把群众当做亲人！”

　　——— 买合木提•亚森夫妻如是说  

　　“有了孩子们的照顾，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日子有了奔头，

感觉越活越年轻啦！”萨吉迪汗老人高兴地说。

　　一进萨吉迪汗奶奶家中，买合木提夫妻两人就向老人嘘寒问

暖起来，并给她送来了水果和米面油。老人看到两人的到来高兴地

拉着他们的手唠起了嗑。

　　2022年3月，买合木提•亚森夫妻两人在辖区4组入户走访时了

解到，萨吉迪汗•麦麦提老人在女儿出嫁后就一人独居在家，年龄

大了生活不太方便。于是，两人便隔三岔五到奶奶家中帮助解决生

活困难，这一照顾就是两年多。

　　“虽然警务室的工作十分繁琐复杂，但我们在工作之余总会抽

出一点时间到萨吉迪汗奶奶家中，给她打扫卫生、消除安全隐患，

带她到村医务室检查身体。”阿曼古力•牙生笑着说。

　　经过两年多的相处，买合木提•亚森夫妻和萨吉迪汗奶奶成为

了“最亲的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胜似亲人。

　　“把群众的矛盾调解好是我和丈夫在警务室工作中最开心

的事。”

　　——— 阿曼古力•牙生的民情日记  

　　“妹子，再大的矛盾也要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老是这

样僵着也不是一回事啊，不要动不动就提离婚的事，夫妻床头

吵架床尾和嘛。”买合木提•亚森夫妻两人劝说正在闹离婚的玉

某夫妇。

　　今年1月，玉某夫妇因家庭琐事闹起了矛盾，就在买合木提•亚

森夫妻了解情况时，玉某夫妇两人又吵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买合木提•亚森夫妻见状立即安抚两人情绪并让他俩

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逐渐他俩的情绪也稳定下

来了。

　　劝说两人的同时，买合木提•亚森夫妻两人还以自己的经

历向两人劝说要互相体谅，生活中多为对方着想。经过深入的

交流，玉某夫妻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心里的“疙瘩”解

开了，和好如初。

　　“谢谢买大哥帮我们解开了心结，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会闹成

什么样子，现在我们都互相理解了对方，感谢你们为我们的付出。

你们夫妻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玉某夫妇由衷地感谢。

　　“谁家没个家长里短，谁家没点矛盾纠纷，夫妻、邻里相处都难免

会出现磕磕绊绊，时常也会拌嘴，如不妥善处理，可能会影响夫妻、邻

里和谐。作为一名党员、警务室一员，不管谁家有矛盾、谁家有纠纷，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了解情况并进行调解，听取双方诉求和意愿，从

法、理、利、情四个方面劝解双方换位思考，互相体谅。久而久之村民

都愿意来找我和妻子调解，村民的信任就是我们工作的不竭动力。”

买合木提•亚森说。

　　这些年来，买合木提•亚森夫妻两人成功调解各类纠纷300余

起，做到了矛盾纠纷不上交，平安建设不出事，为民服务不缺位。

　　“这个警务室有他们很放心。”

　　——— 英艾日克派出所所长王梁的评价  

　　“1组艾尼瓦尔家中有6口人，两人在外务工，1人在上学，3组阿

大娘家中有7只大羊3只小羊……”随机找一户辖区内居民，买合木

提•亚森夫妻都能够准确无误地讲出其家庭情况。

　　在日复一日的入户走访中，他们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村里面大事小情，随时都可以翻阅查看。很快，夫妻两人便成了村

里面“百事通”。

　　2019年初，阿曼古力•牙生来到警务室工作后，夫妻俩在生活

中相濡以沫，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学习。为方便群众办事，他们把家

搬进了警务室，不管多晚只要群众来办理业务，两口子都是随叫随

到。这让辖区群众对他们的服务竖起了大拇指，同时也拉近了警民

关系。

　　“村里面有多少人口，老人小孩有多少，人员分布在什么地方，

买合木提•亚森夫妻两人都是张口就来，对辖区基本情况了如指

掌，就像一个行走的‘电脑’。”吾斯塘阿热力格村村干部艾海提说。

　　买合木提•亚森常说：“我的母亲是一名烈士，作为她的儿子，

一定不能给她丢脸，我要以母亲为榜样，扎根基层，立足小岗位、做

好大服务，做群众的知心人。”

　　春风轻轻拂过脸颊，在吾斯塘阿热力格村的乡村道路上，这对

夫妻辅警进田间、入农户、解纠纷、话平安，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

公安的忠诚与担当。

　　“你是‘13’我是‘14’，我们一起守护群众安宁。”春天的吾斯塘

阿热力格村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对夫妻同事正在平凡的岗位上书

写着动人的藏蓝篇章。

　　

　　图① 买合木提•亚森和阿曼古力•牙生夫妻俩进村入户走访

辖区群众。

　　图② 买合木提•亚森和阿曼古力•牙生夫妻俩一起化解村民

矛盾纠纷。

阿瓦提县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梁平妮

　　

　　他曾两次出国执行维和任务，在炮火硝烟与艰苦环境下认

真履行任务区各项授权任务；他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开展支教帮扶，把真情和大爱洒在大山深

处、孩子心中；他先后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两次，获评国家移

民管理局“支教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入围“最美支教民警”。

　　他是陈树伟，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龙口边检站执勤

四队二级高级警长。2023年，陈树伟获得“山东好人之星”荣

誉，今年4月18日，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陈树伟获评

“中国好人”。

　　2008年，陈树伟入选中国第七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

出征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每天执勤平均超过14小时，参与28个

勤务区的武装巡逻、定点驻守等勤务，与队友一起圆满完成

了一系列重大任务。2015年，陈树伟再次出征利比里亚维和并

担任战斗一分队分队长。陈树伟两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

章”、两次获得公安部“中国维和警察荣誉勋章”。

　　3月21日，一场视频连线在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进

行，视频的这端是陈树伟，另一端则是三江侗族自治县白毛

村小学的师生们，从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到日常生活，陈树伟

事无巨细地跟学生们聊着。

　　2021年，得知国家移民管理局选拔英语支教民警，有着英

语专业八级证书的陈树伟主动报名，并凭借过硬素质入选山

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支教工作队，来到三江侗族自治县白

毛村小学开展支教帮扶。一年的驻村支教，300多天的相处，英

语教学、思想辅导、家庭走访、联系捐赠，用心用情的真诚付

出让陈树伟和学校师生、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2023

年，陈树伟再赴白毛村，开启了他的第二次支教生涯。

　　针对当地孩子英语基础普遍较弱的情形，陈树伟摸索出一

套独特的学习方法，课堂上采取分类教学，让不同成绩的孩子同

步提升；主动增加两个小时的课后辅导，帮助务农的家长解决作

业辅导和课后管教问题；利用周末时间家访，为个别“学困生”补

习功课，精准化提升学生成绩；设置分角色朗读活动，帮助学生

提升英语“听说读”综合能力……陈树伟的付出换来了可喜的成

果，他所教的班级成绩连续多次排名全乡前四，并与当地年轻教

师结成帮扶对子，为当地教师教学助力。

　　在教学上认真，生活中对孩子们的照顾也不含糊。给孩

子们过生日、为孩子们做饭，是陈树伟在白毛村的日常。“孩

子们特别喜欢跟我吃饭，有些孩子为了吃我做的饭，周末可

以在学校学习一整天，就等着晚上‘蹭饭’。”陈树伟说。他笑着回忆起

在白毛村包第一顿三鲜馅饺子的事。白毛村当地没有包水饺的饮食

习惯，于是陈树伟从县城购买了韭菜、冻虾，还买了新鲜猪肉。

但遍寻寨子都找不擀面杖，于是他拿了个玻璃瓶子擀面皮，包

水饺给学生们解馋。此后，饺子成了陈树伟奖励学生的“杀手

锏”，每次他都包上百个，冻在学校冰柜里，综合表现好的同学

可以受邀吃饺子。

　　孩子们的感情最纯真。临别前偷偷地在陈树伟宿舍门口

放橘子，为陈树伟准备手工生日礼物……他们也都以各种方

式表达对陈老师的喜爱和感激。每当回忆起这些温暖的瞬间，

陈树伟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眼眶潮潮的”。

　　在教学之余，陈树伟一直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爱心援助。

羽绒服、球鞋、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在他的努力下，各类爱心

物资源源不断地邮寄到白毛村小学。连续3年，他开展“千里心连

心 点亮微心愿”活动，帮助104名学生完成“微心愿”。今年，陈树

伟发起设立“曙光”奖学金，每年春秋两个学期对成绩优异的孩

子进行奖励。不仅如此，陈树伟还推荐26名困难学生与爱心人士

结成“一对一”资助，每名学生每年可获得2400元资助。

　　“两年支教，收获的不仅仅是教学成绩，更多的是与当地

群众的心连心、山区孩子的手牵手。‘陈老师是我们白毛人’是

当地师生、村民对我支教的最好评价。”双向奔赴的支教经历，

让陈树伟感到自豪。

　　如今，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的陈树伟，依旧“隔空”为白毛

村的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忙碌着，他将以一颗热忱的心、满腔

火热的爱，继续书写着与大山深处孩子们的真情故事。

　　图① 支教结束学生们送别陈树伟。

  图② 陈树伟正在给学生课后辅导。 

龙口边检站供图  

□ 本报记者 刘欢

　　

　　还有100多天就要退休，面对采访，邵

细辉显得有些紧张，反复强调“没什么可以

说的”。

　　邵细辉是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经济开发区大队民警。干了一辈子交警，邵细

辉一直坚守在最基层。他总说自己就是普通

的人，做着平凡的事。

“困难面前有老邵”

　　邵细辉所在的106国道黄冈市公安交通

安全执法服务站，距离鄂黄长江大桥不足200

米，镇守着黄冈的“南大门”。随着科技进步，

警务站里安装了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这对

鲜少接触电脑的邵细辉，是个不小的挑战。

　　邵细辉向年轻民警取经，用心记下每一

个步骤，闲暇时反复练习，直至熟练操作缉查

布控系统。更让年轻人敬佩的是，邵细辉数十

年的严格自律。他不抽烟，不喝酒，爱走路。岁

月的风刀霜剑染白了双鬓，他的腰杆依旧挺

得笔直。

　　2022年10月3日下午，邵细辉带领民辅

警在街上巡逻，一辆用报纸遮挡号牌的红

色轿车进入其视野。出于职业敏感，邵细辉

立即通过喊话器，要求对方停车接受检查。

检查过程中，司机趁机逃跑。邵细辉带队追

击十多分钟，率先冲上去将其抓获。经查，

该男子驾驶证已被吊销，属无证驾驶。当被

问及车辆来源以及为何遮挡车牌时，男子

却顾左右而言他。在邵细辉耐心教育以及

心理攻势下，他如实交代其犯罪事实。原

来，男子在洗车店上班时，起了贼心，乘人

不备，将客户车辆偷开出来准备变卖，不料

在路上碰到交警。

　　作为基层大队的一名民警，邵细辉负责

辖区交通违法查处等多项工作。无论遇到何

种挑战，邵细辉总是挺身而出——— 元旦假

期，设卡布控查获一名毒驾人员；蹲守到凌

晨4点，查获公安部通报的报废车辆；夏秋季

节，主动请战参与抗洪抢险，24小时在堤上

值守……

　　年龄对邵细辉而言，仿佛从不是问题。

“困难面前有老邵，老邵面前没困难！”警务站

的同事们笑着说。

“从未收到一起投诉”

　　“一些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逾期未

年检、无证驾驶、开强制报废车辆‘只要不被

交警拦下就没事’，有些甚至觉得我们是多管

闲事。”黄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经济开发区大

队大队长杨鑫坦言。

　　警务站里，形形色色的违章驾驶人进进

出出：有的人怒容满面，进来就“口吐芬芳”；

有的人上来就递烟，希望高抬贵手……

　　从警34年，无论面对何种当事人，邵细辉

心里有杆秤：“我们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职

权，不是做什么私下交易。”作出每项处罚决

定前，邵细辉都深思熟虑，当事人对处罚不服

时，他就认真听取陈述和申辩，作出适当解

释，让对方心悦诚服。

　　去年9月，警务站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预

警，有一辆红色小车带“病”冲岗，邵细辉立即

通知执勤人员拦截。当车主来到警务站后，邵

细辉问她为何要冲岗，车主支支吾吾，半天才

说车辆没年检，要赶着去上班。

　　“车辆未年检，是带‘病’行驶，是非常危

险的。”邵细辉一番教育，车主认识到错误，表

示一定去年检。见其知错认错，邵细辉将其

放行。

　　此后数天，该车主仍连续带“病”冲岗，邵

细辉立即带领民辅警开车将其拦截。“连续三

次冲岗，警告了你仍改不了，为了你的安全，

这次一定要处罚你。”邵细辉依法对其处罚，

并联系其单位。“我们后来将这起案件制作成

警示案例，在单位开展以案说法，提醒大家引

以为戒。”该单位保卫处负责人说。

　　2023年，邵细辉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1210起，办理行政案件9起、刑事案件42起，

依法暂扣无牌无证小微车158台。

　　“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收到一起关

于老邵的投诉。”警务站同事说。

“站好最后一班岗”

　　34年从警岁月带来的磨损，在邵细辉身

上开始显现——— 他的视力变差了。坐在电脑

前，他戴上200多度的老花镜，“屏幕上字有

点小，看不太清”。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毛病。

去年底带队设卡检查时，突觉头痛难忍，差

一点晕倒，同事们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坚持

到下班才走……

　　但邵细辉仍想多做一点事，每次队里排

值班，他都让其他同事先选，大家选完他

再选。

　　黄冈经济开发区内高校众多，每逢节假

日，各类考试纷至沓来，辖区各条道路车流

量、人流量剧增。邵细辉经常放弃休息时间，

上街执勤指挥交通。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耐心

地解答，手把手地教我们，还提醒我们照顾好

家里。”警务站辅警黄银说。

　　邵细辉的老伴身体也不好，做过两次腹

腔手术，他鲜少对人提起，只是默默坚守在工

作一线。

　　“到了老邵这个年龄，其实可以找个地方

‘歪着’，但他没‘躺平’。他的确平凡，但把平

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很不简单。”黄冈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负责人说。

　　从警多年，邵细辉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

次，6次获黄冈市公安局嘉奖，5次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

　　“我会一直坚守到退休那一天，站好从警

生涯最后一班岗。”当被问及是否想过退休后

的生活，邵细辉摇了摇头。

　　图① 邵细辉巡查危化品车辆。

  图② 邵细辉在电脑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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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交警把平凡小事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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