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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　本报通讯员 李明慧 盖少铠

　　

　　“大鹏，你每天都来看我，我真不知道该怎

么感谢你啊！”家住辽宁丹东边境管理支队马市

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郭大爷，握着前来走访的副

所长李鹏的手不住地感谢着。

　　郭大爷年逾七旬，是村里的五保户，因膝下

没有子女，平时身边也没有亲人照顾，李鹏在走

访中了解到郭大爷的情况后，便时不时拎着慰

问品去看望他。今年年初，郭大爷的心脏病加

重，李鹏更加放心不下，不管雨雪风霜，每天都

要去看一下，叮嘱几句，“大爷，您最近身体还好

吧，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的东西？”一来二

去，郭大爷每次遇到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都是

“大鹏”，随身带着治疗郭大爷心脏病的药也成

了李鹏走访时的习惯。

　　去年3月，李鹏因工作岗位调整来到了马市

边境派出所，离开了工作13年的城镇派出所，告

别喧嚣的城市，走进安静的乡村，最开始他还有

些不习惯。

　　“我清楚地记着，自己第一天来到所里时，

所领导带我参观荣誉室的场景，那一面面锦旗、

一块块牌匾，都在向我讲述着这个一级公安派

出所的荣誉。”李鹏坦言，这个光荣的集体，让他

有压力，也很有动力。他明白，无论城市还是乡

村，只有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为老百姓办好

实事，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李鹏是这样

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当他走访一户，便会用

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记录下这户人家的基本情

况，走访辖区的第一天，他的本子上便密密麻麻

记录了30余户的信息。

　　马市边境派出所辖区是丹东市有名的“菜

篮子”基地，辖区群众多以大棚种植为生，从没

接触过农家活的李鹏笑称，“这个大棚，可比我

这个‘大鹏’难接触多了。”

　　作为全市蔬菜的重要种植产地，马市岛以

“高质量、低价格”的好口碑著称。但由于大棚种

植户年龄偏大，接触新兴事物较慢，导致蔬菜销

售渠道较为单一，大家基本都是将蔬菜低价批

发卖给商贩，导致菜农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

很多人选择另谋生计，或者将大棚改造另作

他用。

　　为尽快帮助菜农解决蔬菜价格低、卖菜难

的问题，李鹏组织所内民警客串做起了“促销

员”，大家通过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发布菜

农联系方式、蔬菜种类等信息，为菜农拓宽销

路、提高收入。

　　“大白菜的价格是多少？”“省外是不是包

邮？”……一条条信息接踵而至，民警们也是忙

得不亦乐乎，经过一周时间，民警们帮助菜农卖

出了45公斤蔬菜，这给全所民警打了一针“强心

剂”，也更坚定了李鹏为马市岛菜农解决“卖菜

难”问题的决心。

　　每天下班，李鹏都会骑着自行车，走访周边

的蔬菜批发市场，寻找有意向帮忙解决问题的

商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李

鹏沟通协调了10个免费的“助农摊位”，向马市

岛菜农直接提供市场销售渠道。效果立竿见影，

如今，菜农的收入达到了原来的1.5倍，马市岛

蔬菜种植户的钱包更鼓了，大鹏为民服务的心

也更加坚决。

　　除了为辖区群众解决困难，李鹏在走访中

也会注重矛盾纠纷的调解，虽然很多类型的纠

纷并不是派出所管辖范围，但李鹏知道，如果

矛盾纠纷没有在萌芽阶段被解决，很有可能

变得不可收拾，“民转刑、刑转命”的情况极有

可能发生。带着这样的思考，李鹏在走访中更

加注意观察，对存在的矛盾隐患也会早发现、

早解决。他常说，“解决好小纠纷，会换来辖区

和谐的大回报。”

　　下尖村村民王女士因重新修缮房屋，将院

子向外拓宽了1.5米，导致原本宽阔的路，被两

面院墙夹得只剩一个狭窄的过道，给往来车辆

增添了很多麻烦。村委会曾多次与王女士协商，

王女士认为自己在自家用地范围内建院墙不愿

拆除，并怀疑是邻居检举自己。一来二去，不仅

土地纠纷的事没解决，邻里两家反而成了水火

不容的“仇人”。

　　为避免矛盾升级，李鹏主动承担起了调解

矛盾纠纷的任务。他首先认真了解事情的来龙

去脉，随后便多次往返于村委会和王女士家，他

充分运用“作退一步想”工作法，通过细听陈述、

厘清症结、借古喻今、悉心规劝，让当事人回归

理性，从“赌一口气”到“多退一步”，终于，让王

女士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与邻居冰释前嫌、重

归于好，并主动提出解决占道问题。

　　看着翻新的村路，李鹏心里说不出的欣慰：

拓宽的不光是村里的路，更是邻里的心。

　　虽然到马市所仅仅一年，但是“大棚来了

‘大鹏’，老百姓不用愁”的顺口溜已在辖区传播

开来。在李鹏工作日记本的首页，“人民公安为

人民，我要做一名接地气、有温度、办实事的移

民管理警察”几行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这样

的工作态度，李鹏近年来获誉颇丰：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2022年获评“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

个人”。

　　

　　图① 李鹏走访辖区蓝莓种植户。

　　图② 李鹏走访相关职能部门。

马市边境派出所供图  

李鹏：围着“大棚”办实事的移民管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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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房佳伟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我，非要说原因，可能是因

为我耐心没有脾气吧。”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44团司法所专职人民调解员巴海姑·努尔

买买提笑着说。不过，话锋一转，巴海姑又说：“我咋没脾气啊，

我有脾气呢。”

　　“你什么时候会发脾气？”记者问。

　　“调解家暴纠纷，看到被丈夫打伤的妻子；调解劳务纠纷，一

方不支付农民工工资时，我都想发脾气，但忍住了，他们毕竟都是

我的当事人，我得保持平和的心态。所以，我只能回家对着家人发

脾气。”说到这儿，巴海姑又笑了。

　　巴海姑自2019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不到5年时间，因为她务

实的作风、耐心的态度，被当地职工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巴”。2021

年，她被当地推举为第五届图木舒克市人大代表，2023年10月被司

法部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刚做人民调解工作时，巴海姑在44团2连任专职人民调解员，

接触的都是家长里短，特别是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别人夫妻

间的事儿，一度让巴海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咋办。“学习的理论

知识很丰富，但实际面对纠纷时就不一样了，当事人正在气头上，

说大道理没有用。”巴海姑说。

　　对此，巴海姑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耐心”：认真听取当事人特

别是女方倾诉委屈，站在对方立场上与其聊天、沟通，引导当事人

慢慢地打开心扉说出心里话，然后再和男方沟通。如若是男方的

过错，巴海姑则措辞严厉，搬出法律条文，说清楚、道明白后果。

　　因为表现突出，2023年2月起，巴海姑调至44团司法所任专职

人民调解员。2连的艾某夫妇时不时去找巴海姑聊天，每次到团部

办事，都提出要请巴海姑吃饭。夫妻俩说：“要不是小巴，我们可能

早就离婚了。”

　　原来，巴海姑曾多次上门调处他们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向男

方讲解法律知识，教育其尊重妻子、认可妻子的付出，努力将小日

子过得甜甜蜜蜜。

　　“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啥大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不过只要

他们有需要，我都迅速过去了解，听他们说委屈，让他们有个发泄的

渠道。同时，我会警告双方，一言一行都得符合法律规定，否则闹到法

院大家都没面子。”巴海姑说。

　　正因为巴海姑的耐心、热心，2连职工群众啥事都愿意找她，2021年还推举她为人

大代表。4年多来，巴海姑调处了200多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让100余个家庭重归于好。

　　如今到了44团司法所，巴海姑又面临新挑战，在连队面对的是婚姻家庭纠纷，

在团里面对的是劳务纠纷。

　　“劳务纠纷特别是欠薪问题，一分都不能算错，光靠耐心不行了。”巴海姑说。为

此，她认真向同事学习，积极翻阅法律书籍，努力成为调解劳务纠纷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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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巴海姑在基层开展普法宣传。 受访单位供图  

张官辉：
用“小纸条”撬动“大平安”的铁路警察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　本报通讯员 冯文鹏 薛剑磊

　　

　　“2月9日，检查端门锁闭情

况，一切正常。”

　　“3月11日，检查重点部位、阴

暗角落，一切正常。”

　　“4月1日，列车消防、安全宣

传9次。”

　　一张张纸条、一个个日期、一

串串数字、一件件工作……

　　你或许很难想象，在科技高

度发达的今天，还会见到如此繁

杂又略显“笨拙”的工作方式。但

就是这一张张小纸条，却是铁警

张官辉的“安全法宝”，守护着千

千万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

抵达。

　　张官辉是甘肃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公安

处乘警支队民警，作为一名老铁警，他已在列

车上“飞驰”了40个年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4月10日早上10时10分，张官辉准时到达武

威南站，准备出乘7507次列车。

　　他和往常一样穿戴好装备在站台上例行

巡视、与工作人员沟通，并将检查沟通情况写

在一张小纸条上。

　　“张叔，现在科技这么先进，对讲机、手机

多方便，您为啥还要写这种小纸条呢？”乘务

员问。

　　“年龄大了，再加上前几年头部动过两次

手术，记性有时候不太好，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张官辉说罢笑了笑。

　　2008年和2010年，张官辉先后做过脑积水

和气颅症手术，两次手术下来，当时已过不惑

之年的他，明显感觉记忆力大不如前。但是站

车巡视、安全巡查等工作必须严谨细致，于是

他只好通过这一张张小纸条事事记录、时时复

盘，保证更好地完成工作。

闲不住的“唠叨”乘警

　　“今天我出乘，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通报

一声。”张官辉每遇到一名工作人员，就会及时

跟他们沟通交流情况。

　　“车站和列车上人多事杂，不发动大家的

力量，工作起来会很费劲。”张官辉深知，列车

治安安全平稳离不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群

众工作理念，每一趟列车的平安抵达都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果。

　　7507次列车徐徐开动，驶出武威南站。这

趟由武威南开往嘉峪关的列车被当地群众亲

切地称为“公益慢火车”，共有4节车厢，单程运

行时间约9小时，平时乘客多以区间内通勤职

工和沿线村民为主。

　　“大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这

位同志把你的手机、文件袋看好。”

　　列车开动后，张官辉开始在车厢内例行巡

视。“这一趟列车值乘下来，至少要走十几个来

回，还要不厌其烦地提醒旅客。”张官辉介绍，

有些职工上夜班，下班后在火车上容易犯困打

盹，就会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多唠叨

两句，他们就能避免损失，这样我也踏实。”

他说。

　　例行巡视完毕后，张官辉马上会同列车长

和工作人员，对列车的消防器材和电气设备等

重点设备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这灭火器快到期该换了。”“车上的电气设

备运行都正常吧？”每到一处重点部位，他都要嘴

不停、手不停、脚不停地检查，并把检

查情况及时写在小纸条上。

“慢火车”上的“安全招牌”

　　“张叔，快退休了吧？”乘务员小

薛笑着问道。“还有一个多月，真有

点舍不得。”张官辉一边笑着一边望

了望窗外。

　　从警40年来，他和家人“聚少离

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热情。

　　“不管多大年纪，穿上这身警服

就要为旅客服务。”令张官辉印象深

刻的一件事，发生在2023年的夏天。

　　那天他正在例行巡视，发现一

名大学生捂着胸口瘫坐在座位上。

　　“小伙子，你怎么了？”这名学生

脸色发白，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

　　“我胸口闷，两眼发黑，头特别晕……”

　　“可能是低血糖，坚持一下我给你拿药！”

情况紧急，张官辉迅速反应，当即从随身自带

的急救包内拿出一小袋葡萄糖，用热水冲开让

学生喝下。

　　几分钟后，这名学生逐渐恢复好转。“谢谢

您，警察叔叔，多亏有您！”学生连声道谢。这名

大学生不知道，张官辉随身自备急救药品的习

惯已坚持了几十年。

　　几十年如一日，张官辉的名字已然成为这

趟列车上的“安全招牌”。

　　4月10日19时44分，历时9个多小时，7507次

列车在黄昏下驶进终点站——— 嘉峪关站。“大

家注意脚下，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随着最

后几名旅客的离开，张官辉舒展了一下身体，

“又一趟值乘平安结束了！”

　　列车南来北往周而复始，但属于张官辉

的从警生涯却即将到站。“时间太快了，总觉

得还没干够。”话语间，充满不舍却又斗志

满满。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张官辉也同代代铁

警一道，用忠诚和热血续写藏蓝荣光。

  图为张官辉整理一天的工作“小纸条”。

　　　　武威铁路公安处供图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王淇锋 江松松

　　

　　拍照、录像，细致勘查车辆损坏部位、路面痕迹……今年2月

的一天，福建省屏南县棠口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和

行人发生碰撞。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林陈洋与值班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协助民警勘查交通事故现场。

　　“我们已经通知了120，救护车马上就到。刚刚也查看了轿

车的行车记录仪和道路监控，责任非常明确。”凭借严谨的勘查

和敏锐的判断力，林陈洋迅速准确地判断出事故发生的原因和

责任，并对轿车驾驶人进行教育：“开车上路安全最重要，一定

要严格遵守交规，不能为了快那几分钟而超速行驶，弯道都不

减速。还好人伤得不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林陈洋是屏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一名辅

警，入职公安工作12年来，他始终坚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一线，协助民警处理各类交通事故3000多起，其中协助办理交

通肇事案件及刑事、行政案件500多起。

　　“每一条行驶轨迹和路面痕迹，都可能为事故原因的分析

提供关键性依据。”林陈洋坦言，2011年，刚加入交警队伍的他

还是一名“门外汉”，深知自身不足的他向前辈求教、向优秀同

事学习，并利用工作之余研读历年卷宗，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积

累事故处理经验。在一线岗位的不断磨砺下，他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交警辅警队伍中的业务佼佼者。

　　2018年12月22日，屏南县辖区某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

故，经现场调查，林陈洋发现当事人对事故描述模糊不清，且事

故摩托车前轮右侧有一处异样刮痕，并非事故货车造成。凭借

丰富的勘查经验，林陈洋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初步推测事故原

因可能涉及第三方车辆发生剐蹭，进而引发了事故。

　　在听取林陈洋的判断之后，带队民警对事发时间段的交通

流量进行详细梳理与深入剖析，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第三方

肇事车辆，还原了事故真相。

　　林陈洋的过人之处不仅体现在事故勘查方面，还在于他充

分利用自身专业素养与实践经验，积极投身交通事故所引发的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2023年5月14日，代溪镇一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突然左拐，

后面驶来的面包车速度较快避让不及，与三轮车发生碰撞，三

轮车司机韦某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韦某家属情

绪激动，在调解室内争执不休，使得事故调解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林陈洋充分发挥专业知识和经验，从情理

法多角度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及家属进行劝解开导。为推动调解

工作顺利开展，他主动通过电话向韦某和面包车司机谢某所在

的村委会了解他们家庭具体情况。

　　林陈洋得知，韦某为家中顶梁柱，全家的日常大小开销都

指望他，而谢某家庭条件也并不优越。随后，他第一时间将这两

个情况告知事故车辆方保险公司并提出申请，希望能最大程度

地给予赔付。最终，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林陈洋成功协助办案

民警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林陈洋先后两次代表屏南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参加市级“中国梦劳动美”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岗位业务

技能示范性竞赛，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被评为全市

公安机关2023年度“十佳辅警”。

　　图① 林陈洋（右）与民警正在比对和记录事故现场车辆

痕迹。

  图② 林陈洋向事故当事人询问事故发生详细情况。

屏南县公安局供图  

林陈洋：
能勘查善调解的交通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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