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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本报记者   潘从武

隔 本报通讯员 张  佳

　　从广西靖西到南宁，换乘航班飞新疆喀什，再坐

8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位于帕米尔深处的大同乡，三

天时间、5000多公里路程，探家归队的民警李光禧除

了随身行李，还背回三棵砂糖橘树、三棵菠萝蜜树和

两棵荔枝树。

　　回到单位已经是4月20日凌晨两点多，李光禧顾

不上疲劳，跟战友们连夜把树种进阳光温室里。从老

家带树苗，是大同边境派出所民警的习惯，如今，这

里种植着来自全国不同省区的树种，有人称其为“阳

光温室里的五湖四海”。

　　对于守卫在高原深处的民警来说，家乡的树既

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信念，“树能在这里扎根，我们

也能。”

“与乡亲们相依为命”

　　“大同”在塔吉克语中的意思是峡谷。一条河流、

一条峡谷，在帕米尔高原深处形成一连串绿洲，1784

名塔吉克族牧民零星分布其中。喀什边境管理支队

大同边境派出所就守在牧民身边，用所长黄加勐的

话说就是“与乡亲们相依为命”。

　　从最近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出发，150公

里长的道路在帕米尔群山之间上下穿梭，似乎永远

都没有尽头。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经常有落石滚

下，民警们最大的感受是，“进去不想出来，出来不想

进去”。

　　李光禧初次来大同是在2019年冬天，他和来自河

北张家口的崔景松以士兵转改民警的身份从内地来

新疆戍边，当时进大同的路大都还是搓板路。乘车从

喀什出发，穿过村庄、戈壁，不久就一头扎进雪山之

间，从白天走到晚上，从人迹寥寥走到亘古荒凉，原

本还昏昏欲睡，最后却变得格外清醒。

　　夜幕降临后，两人看着车窗外漫无边际的黑暗，

听着车轮碾过积雪、石子发出的“咯吱”声和“噼啪”

声，一路默默无语。

　　不只是他们，就连常年曾在新疆戍边的黄加勐

也对大同的路心存畏惧。2022年腊月二十八，他被任

命为大同边境派出所所长，支队领导送他进山途中，

他一遍遍问“还有多远”，被告知“还早着呢”，后来干

脆懒得再问。他此前任塔什库尔干边境派出所教导

员，“塔县就够偏了，没想到大同更偏。”

　　还有更难的时候。由于依山傍水而建，道路经常

被叶尔羌河的夏季洪水冲毁，与外界交通随之中断。

中断最久的一次在2022年7月，洪水冲毁了路基，山上

又落下一块巨石挡在路中央。派出所把仅存的给养

留下一部分，其他的则分给已经断粮的牧民。眼看物

资告罄，民警联系山外把给养送至道路中断的地方，

由对岸警务室民警和护边员把物资扛到叶尔羌河上

的一道索桥前，通过索道运进来。

　　“来之前从没想到，还有这么艰苦的地方。”李光

禧说。路成为每名大同戍边民警最生动的第一课。到

派出所的当晚，李光禧几乎失眠，“当时就想，咋会来

到这个地方”，但后来，他成为融入大同最深的民警

之一。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

　　大同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山。派出所被夹在三

座巨大的山峰之间，帕米尔冷峻的山峰时刻悬在头

顶，压得人喘不过气。每年7月至8月是大同的雨季，

山洪裹挟着巨石砸在山体上，没日没夜发出巨响，扰

得人彻夜难眠。

　　除了心理上的压抑，大山还威胁着民警和牧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2022年7月，一场泥石流突袭辖区克

其克同村，所幸民警疏散及时，才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但8户牧民的房屋被几乎泥沙淹没，民警和护边

员连续奋战一个星期，才将房屋全部清理完毕。

　　山高与路远一起，成为大同最鲜明的标签。有一

次，黄加勐给老家战友视频展示自己的工作环境，对

方调侃说，“你们在这儿有啥意义？是怕山丢了吗？”

他一时语塞。

　　但年轻民警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在一起聊得最

多的是“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每个人也都在这里有

了不同的人生收获。1998年出生的崔景松原本是一名

部队驾驶员，来新疆前“只会开车，家务也很少做”。

在大同，他在与牧民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简单的塔

吉克语，还有打馕、煮奶茶、种麦子、打牧草，这是他

与辖区群众打成一片的“秘诀”。

　　李光禧说话带有明显的广西方言，初到辖区跟

牧民沟通困难，他凭借扎实的群众工作赢得大家拥

护：照顾辖区两位八十多岁的塔吉克族老人、帮助

身患残疾的儿童治疗疾病、帮助务工人员要回五

万多元工资……他也成为辖区群众口中的“广西

老表”。“你走在路上，老乡们远远地跟你打招呼，

叫你去家里喝碗奶茶、吃一口馕，就是最有成就感

的时候。”李光禧说。

　　今年27岁的李明洋2016年分到大同，是派出所

“资历”最老的民警之一。“总不能做一辈子饭吧”，带

着这样的想法，他通过努力学习，从一名炊事员成长

为派出所能够独当一面的内勤。“跟大家一起守在这

里，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在经历最初的思想波动后，黄加勐想到的是“至

少要对得起辖区群众”，他决心要把群众工作做得更

好，在他的倡导下，民警们入户走访时帮忙劈柴、耕

地、打牧草，从塔县为村民带些砖茶，一对一结对关

爱辖区孤寡老人，主动参加牧民的红白喜事、帮助牧

民发展旅游经济……

　　点滴小事，积累起群众对派出所最大的信赖。牧

民不但遇到困难会率先求助派出所，还用自己最朴

素的方式表达感谢，每到水果成熟季节，派出所每天

都会收到牧民送来的杏子、桑葚和苹果，民警也会回

赠面粉、蔬菜等表达感谢。

　　“能得到群众肯定，为了1784名塔吉克族乡亲能

够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最大的意义。”黄

加勐说。

“总要有人守在这里”

　　在社交平台上，大同以杏花闻名。每年4月中旬

是杏花盛开的季节，外地游客蜂拥而来，但这种热闹

的情景只有一个星期。当杏花凋谢，游人散去，大同

便重归静寂。

　　特别是在漫长而枯燥的冬季，一旦大雪封山，每

晚8点以后，全乡“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偶尔响起

的犬吠声。来过大同的人都说这里“苦”，但民警们不

愿说苦，“苦也好，不苦也好，总要有人守在这里”。

　　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深处，每个人都学会

苦中作乐。黄加勐利用休息时间刷完了电视剧《焦裕

禄》《红旗渠》……，电视剧中的人和事，是他在大同

坚守的“精神源泉”。

　　年轻民警也有自己的方法。爬山、健身、在叶尔

羌河上滑冰，最开心的是过集体生日。由于往来运输

不便，派出所每月会从县城购买蛋糕，给当月出生的

民警一起过生日。在做长寿面环节，其他人会为寿星

们加入各种调料，加的最多的是酸、甜、辣三种，很少

有人加“苦”。

　　当然，也有辛酸的时候。有一次，大同与外界的

通信中断，民警们只能到十几公里外的库克西鲁克

乡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还有一次，民警伊力亚尔颈

椎错位，整个人几乎无法行走，他乘车一路颠簸去塔

县看病，结果到了之后“脖子已经颠好了”。

　　2023年8月1日，崔景松的爱人从河北来队探

亲，一路上经历了看到雪山的新奇、高原反应的痛

苦和漫长旅途的绝望，这才理解丈夫工作环境的

艰苦，最后她抱着崔景松哭着说，“再也不跟你吵

架了”。

　　李光禧每次回家，都被大家戏称为“新疆人”，但

在大同，他又是大家口中的“广西老表”。“其实挺正

常，在家的时间还没有在单位多，大家都把大同当成

自己的家。”

　　2023年，上级为派出所建起一座玻璃阳光暖房，

里面设置了书吧、茶吧和点唱机。每当夜幕降临，一

天任务完成，民警们在这里看书、喝茶、“吼歌”，点播

率最高的是《兄弟抱一下》。

　　除了休闲，暖房还兼具“实验室”功能。民警们利

用休假时机带来家乡的特色植物，种在阳光暖房里，

如今，这里种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树种。“要是能成活，

就把这些树推荐给乡亲们种。”李光禧说。

“树能在这里扎根，我们也能”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大同边境派出所坚守高原守护牧民平安

隔 本报记者   战海峰

隔 本报通讯员 陈  林 谭嘉晨

　　“原来只想着村务公开越清楚

越好，没想到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

有被犯罪分子利用的风险，目前我

们已经对公示栏中存在的个人敏感

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之后我们

也会对需要的公示内容进行严格审

核，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近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

再次来到九龙坡区某村对个人信息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回头看”时，相

关负责人向检察官说道。

　　“李某，男，身份证号……这些信

息被登记在村里公告栏的土地征收安

置名单上，对于身份证这一类特别隐

私的内容都没有进行隐匿，有被不法

分子收集利用的风险。”今年3月，九

龙坡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走

访调查中发现，辖区某村村务公开栏

中张贴的土地征收安置单上存在泄露

公民个人信息的不规范情形，比如公

示表未对公示人身份证号、电话号、家

庭住址等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

处理，涉及个人敏感信息21条，公民

个人信息安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随着成渝经济圈建设的开展不

断深入，土地征收等涉及民生的村务

公开也会越来越多。”承办检察官余

敏说，不规范的村务公开，极易导致

村民隐私信息被不法分子窥探，从而

抓住可乘之机，进行非法利用。

　　为尽快消除村民个人信息安全

隐患，3月5日，九龙坡区检察院向该

村所属镇人民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建议其及时督促村民委员会对公

示栏中存在的个人敏感信息进行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

措施处理，同时加强辖区内村务公开日常监督管理和

培训宣传教育，从源头上消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隐患。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镇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将相关公示表进行“去标

识化”“匿名化”处理，同时加强辖区内村务公开的日

常监督管理和培训宣传教育，要求在进行村务公开

时，严格落实三审制度，提高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

识，筑牢信息安全屏障。

　　“整改得很到位，公告栏里的个人敏感信息都隐去

了，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了。”检察

官再次回访时，提供线索的村民对整改工作表示认可。

　　“信息公开是乡村治理民主化、透明化的重要载

体，基层信息公开规范化，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既

是贯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力举措，也是服务

保障乡村振兴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九

龙坡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九龙坡区检

察院将继续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加大对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司法保护力度，织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

高质效办好每一起司法案件，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

乡村振兴，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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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本报记者   阮占江

隔 本报通讯员 蒋  鹏 

              李杰祥

　　“谢警官，我们代表重

生乐队队员来感谢您。”近

日，3名青年男子带着锦旗

和感谢信来到湖南省娄底

监狱，向五监区副监区长

谢巍表达谢意。

　　感谢信上写着10名乐

队刑释人员的现状，把谢

巍的思绪拉回至2016年。

彼时，他是多才多艺的管

教民警，他们是身陷囹圄

的罪犯。通过音乐，他找到

了教育改造赋能“钥匙”，

他们则重拾了新生信心。8

年的时光，重生乐队已成

为娄底监狱教育改造罪犯

的生动实践，而从乐队走

出的罪犯刑释后已实现重

生，通过个人的努力，过上

安稳的日子。

改造进入“死胡同”

　　思维混乱、性格暴戾、

不喜言辞，是重生乐队原

主唱刘某给管教民警的印

象。“谁都别来招惹我，否

则我要你好看。”长期吸食

毒品的刘某入狱后，经常

产生被迫害的幻觉，待人

冷漠，存在严重暴力倾向，

被监区评定为“行凶、报复

型”危险性罪犯。

　　面对这样一颗危害监管安全的“定时炸弹”，

管教警察从谈心谈话到亲情帮教、从课堂教育到

行为集训……可这些措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并

没有起到明显作用。

　　“每次来接见，他都将负面情绪发泄到我身上，

从来不给我好脸色。我这么大年纪，身体也不好，大

老远过来，他还这样气我，真不想来看他了。”亲情

帮教中的刘某母亲伤心得默默抹着眼泪。

　　在未进入重生乐队前，原10名队员中，曾被监

区评为危险性罪犯的占4人，他们的改造曾一度进

入“死胡同”。

找寻改变的密钥

　　灵感源自2016年监区元旦卡拉OK比赛，时任刘

某管教警察的谢巍敏锐发现，平时沉默不语的刘某

主动报名并在比赛中获得亚军。谢巍立即趁热打铁，

一方面与刘某谈心谈话，鼓励其发挥音乐特长，另一

方面向监区建议，将刘某吸纳进重生乐队担任主唱。

　　监区随即调整刘某一人一策转化方案，由谢

巍带领乐队其他成员，采取精神上鼓励、演唱中磨

合、创作中合作的方式，逐步打开刘某的心扉，激

发他的音乐才能，慢慢成长为乐队主唱。此后，刘

某的心境更加平和，心态也越来越阳光。

　　在当年监狱“文化进高墙”活动中，刘某带领

重生乐队压轴亮相，特邀席上的母亲则频频招手

致意，刘某的改变拉进了母子之间的亲情。

　　刘某的变化引来众多爱好音乐的罪犯关注，纷

纷踊跃报名参加重生乐队。监区认真做好“建、管、

用”文章，制定队员准入退出机制，真正将有兴趣、

肯改造的罪犯选出来。通过警察授课、电视教学等

方式，开设乐器、声乐提升班，提高乐队演奏水平，

乐队原创歌曲8个、改编歌曲24个，多个原创歌曲登

上监狱公众号。在监狱举办的各类活动中，乐队累

计登台演出80余次，成为监内的“明星队”。

构建新生的版图

　　2024年1月，湘乡一家餐饮馆里，刑满释放的

刘某正在热情的招呼顾客入座点菜。“出来后做起

了餐饮，自力更生做点事业，挺好的。”刘某说。

　　“出来后，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我变了一个

人，这得益于重生乐队的洗礼净化，对我而言是一

次真正的重生。”刑释人员梁某说，出狱后的他找

到一份工程项目的工作，勤奋务实的态度，得到了

老板的认可，不久后就被晋升为管理人员。

　　从对抗改造到积极改造、从身陷囹圄到走向

新生，重生乐队点燃了他们对新生的希望。乐队成

立至今，共吸收培训20名罪犯，其中获得监狱及以

上改造积极分子4人，对监狱罪犯改造产生了积极

影响。重生乐队已刑释的14人，均已重新就业，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无一人重新犯罪入狱。

　　“重生乐队的价值，体现在帮助罪犯正视自

我、改造自我、重塑自我，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创新

教育改造方式，因人施策，提升教育改造质效，让

更多罪犯实现重生、走向新生。”娄底监狱副监狱

长姚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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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冲 通讯员满志广 王国辉

近年来，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公安局党委坚持把先

进典型选树工作作为创新队伍建设、增强队伍活力的
“引擎”，先后选树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宋鹤、全国公

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张凤超、全国公安机关好警

嫂李艳霞等一批体现时代风貌和公安机关特色的先

进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了崇尚

典型、学习典型、争当典型的浓厚氛围，带动公安工作

提质增效。

　　兰西县公安局发动全局民警积极发现身边的典

型，推荐心目中的榜样，积极为广大民警（辅警）搭建

成才平台。采取自下而上、民主评议、集体研究、逐级

审核、择优推荐的办法，并征求纪检监察、督察、信访、

法制等部门意见，切实把事迹突出、群众公认的先进

个人、典型单位选拔推荐上来，做到精准选树，及时推

出，有效宣传。一年来，先后选拔出政治坚定、队伍过

硬、业务突出、特征鲜明的市级以上先进集体12个，先

进个人47名。

兰西县选树先进公安典型激发奋进力量

　　本报讯 记者王家梁 通讯员成瑞瑞 龙忠

浍 今年以来，贵州省桐梓县燎原镇积极发挥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示范带头作用，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不断扩大禁毒

宣传覆盖面，提高群众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

　　燎原镇各党支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

禁毒宣传渠道，通过村民小组、社区楼栋微信群等

媒体平台，在线推送禁毒图文，打造禁毒知识学习

新阵地，为辖区群众提供便捷的学习渠道，加深对

毒品危害的认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线下方面，

燎原镇以悬挂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为载体，通

过走村入户、院坝会等形式，开展禁毒宣传、普及

禁毒法律知识活动，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共同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增强禁毒宣传实效。

桐梓县燎原镇增强禁毒宣传实效

沈阳“言言”个人调解室化解外籍居民矛盾纠纷
隔 本报记者   韩  宇

隔 本报通讯员 李长生

　　

　　今年3月27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和浑南区

司法局的指导下，“言言”（涉外）个人调解室正式成

立。调解室专门为外籍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

务，并立足司法所本职，排查化解外籍居民的矛盾

纠纷。

　　调解室成员有司法所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民

警、律师等，至今已成功化解外籍居民矛盾纠纷12件，

受到外籍居民的好评。

　　“大家居留许可到期前如需继续停留，必须及时

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延期手续，防止出现非法停

居留情形，有外籍亲属探望也要及时做好临住登记。”

4月25日，在沈阳市浑南区浑河站东街道彩霞社区，浑

河站东司法所所长、“言言”（涉外）个人调解室负责人

刘津言和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河站东派出所副

所长柴兆勇正一起给社区的外籍居民开展普法讲座。

　　“以前，我们遇到比如关于出入境、交通法规等法

律法规问题，都是打电话问身边的中国朋友，中国朋

友也需要再去问他们身边的朋友，得到的回答也不一

定专业，司法所的这个调解室能第一时间给我们专业

的法律咨询和解答，这个我们太需要啦。”外籍居民朴

先生对记者说。

　　“前不久，因为身体原因我们一家早早就睡觉了，

可楼下邻居非说晚上噪声是我们制造的，以前遇到这

种矛盾，我们只能忍着，现在有了调解室，我们也有倾

诉的地方，真心感谢当地政府和司法所对我们的关

心。”外籍居民金先生说，“更重要的是刘所长还会说

我们的母语，沟通起来十分方便。”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是现居住在社区的外籍居

民，辖区内在外国务工的中国居民也可以通过‘涉外

法律服务群’向我们寻求帮助。”刘津言对记者说，“前

不久，一名在国外的居民因为房产问题，需要办理公

证手续，调解室的律师第一时间协调公证处为其提供

解决方案，答复很满意。”

　　据悉，“言言”（涉外）个人调解室将以彩霞社区为

中心点，辐射辖区26个社区（村），着力提升涉外法律

服务能力水平。

　　近日，江西省赣州

市公安机关举行2024反

恐处突演练，演练科目

包括综合格斗术展示、

最小作战单元反恐演

练、特警战术枪操、模拟

对抗等，彰显公安机关

坚决打击暴恐犯罪的信

心和决心。图为演练

现场。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王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