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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杨晓雅

　　

　在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螺洋派

出所芦阳社区警务站，有一位“80后”的社区

民警王云立。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他和这个

年轻的社区一起，也学着一步一步成长，总结

出自己的一套工作经验，成为辖区人人熟知的

“邻家警察”。

“邻家百晓图”共治警务百宝箱

　　2019年10月底，王云立初到芦阳社区，面临

一个棘手的问题，社区人口近2万人，出租房近

1000家，如何掌握辖区的基本情况，实现“底数

清情况明”？如何将社区警务工作开展好？如何

实现社区警务的“代代相传”？

　　笔记本虽好，但是查找起来太麻烦，而且还

容易丢，怎么办？有没有那么一张“百晓图”，就

可以让辖区跃然掌上？他不断地在思考。

　　于是，他带领小伙伴挨家挨户开展上门

走访，再利用Excel表格，把辖区所有住户、出

租房屋、店铺、重点单位等一一“入表”，逐楼

逐层逐户赋码编号，把摸排掌握的相关信息

汇总成电子表格，实现社区情况电子化、信

息化。

　　王云立远不满足于此，他结合卫星地图，将

所有建筑以剖面图的形式进行展示，以颜色来

区分房屋和人员性质，将警情、矛盾纠纷、人员

信息以批注的形式插入表格中，实现治安要素

一图展示，将辖区“装进了口袋里”。

　　8月12日，新疆警方发来协助，希望王云立

协助抓捕一名潜藏在芦阳社区的犯罪嫌疑人。

王云立打开“邻家百晓图”，几秒钟的时间，便定

位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和相关信息，并成

功将其抓捕归案。

　　有了“邻家百晓图”，社情一清二楚，芦阳社

区的警民双向熟悉率达90%以上。“邻家百晓

图”不仅是社区民警的“百宝箱”，更是让社区工

作有了传承性。

从汗水“警务”到数智“警务”

　　“王警官，谢谢你！”“王警官，麻烦你了！”

“小王啊，你快到我家来，楼上又吵架了！”王

云立的手机微信上不断弹出老百姓和他的

对话。

　　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积极践行者，王

云立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展服务群众的渠道。早

在3年前，他就在企业微信建立“枫警在线”微信

号，将其打造成不打烊的“网上枫桥”。每天，他

都会耐心回复群众的微信消息，为他们排忧解

难。现在，他的企业微信好友近1.5万人，占社区

实有人口的98%，小小的微信号无形之中架起

了一座警民连心桥。

　　14岁的小李因父母疏于管教而叛逆辍学，

王云立通过微信与他谈心交流，成为他信赖的

“哥哥”。为了帮助更多像小李这样的少年，王云

立在警务站设立“社区警校”，邀请专业人员组

建“护苗”讲师团，开展未成年人教育帮扶工作。

　　王云立还积极学习“数据乐高”“三元融合”

等平台应用，针对“快递”“人脸”等数据研发人

口模型，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科技赋能；芦阳社

区交通便利，极易成为“白日闯”“拉车门”等流

窜案件的高发地，王云立自学并研发“高危”人

员预警模型，严防犯罪发生，有效阻断了“高危”

人员的流入；为了做深做实辖区企业流动人口

的精细化管理，王云立全面推动辖区企业使用

“企安宝”应用平台，利用“企安宝”应用人事管

理、考勤设置、宿舍管理等九大功能，以“智治赋

能、自治强基、多方联动”为工作方向，打破了系

统壁垒，实现“一站式”采集、设置、分配，守护企

业平安、护航经济发展。今年以来，“一标三实”

（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采

集信息15000余人，流动人口登记5700余人，同比

上升12%。

做听障人群的“发声器”

　　“王警官，我觉得现在厂里这帮人上班，归

属感更强了，这都多亏了你啊！”豪达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负责人见到王云立时就忍不住地说。

　　豪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螺洋辖区最大的

一家用工单位，里面工作生活着近300名听障人

士，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对他们服务管理的需求。

听障人士由于天生缺陷，交流困难，这个群体的

心思敏感，渴望认同，却又是容易被遗忘的群

体，成了沉默的少数。

　　王云立在一次安全指导中观察到这一现象

后，就开始自学手语，学了半个月就尝试用手语

和他们聊天打招呼，用主动接近拉近彼此的关

系，对方也从之前的漠视，到后面主动打招呼，

有困难主动寻找帮忙。

　　今年，一对听障人士夫妻发生矛盾，妻子

离家出走，丈夫找了一个晚上没有找到，王云

立了解情况后，通过调取监控、发动群众等措

施，终于第二天在一个偏僻的凉亭里将出走

的妻子找回，王云立也借助这个机会，了解他

们的情况、难处，化解彼此矛盾，帮助他们回

归家庭。

　　“有了王云立这个‘发声器’，听障人士之间

的矛盾纠纷少了，遭遇诈骗的情况也少了，大家

都能安心下来生活工作，这双无声的手真的是

发挥了大作用。”螺洋派出所所长沈剑军这样

说道。

　　“接地气才会更有底气。”王云立常说自己

是个年轻的社区民警，比不了前辈们经验丰富，

但是只要自己用心钻研，多动脑子，靠前服务，

就不比别人差。而他，也的确在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认真对待每一件平凡而又

实际的小事，用自己的“一颗热心”换来辖区群

众的“一片安心”。

　　

  图① 王立云（右一）走访辖区河道。

  图② 王立云（右三）到企业开展平安生产

宣讲。

  图③ 王立云安装防溺水提示牌。

  图④ 王立云联合网格员开展法治宣传。

　　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供图  

王云立：

把“小聪明”做出“大智慧”的邻家警察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刘一瑶 张维韬

　　暑运虽进入尾声，铁路客流仍保持高位

运行。为积极应对旅游流、探亲流、学生返校

流等客流，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公安处广州

南站派出所全面加强站面警力，守护旅客“南

来北往”。

　　“90后”警花李文洁是广州南站暑运中

最忙碌的身影之一。协助抢救伤病旅客、寻

找走失老人儿童、调解旅客纠纷……她像陀

螺般在站区中来回运转，为旅客群众及时排

忧解难。

找回走失儿童30余人

　　“行李全都要过安检机！”“手检员注意检

查口袋物品。”随着一声声叮嘱，广州南站派出

所执勤三队民警李文洁在安检区域开始了一

天的暑运执勤工作。

　　刚疏散完一波客流小高峰，一名旅客急匆

匆向着李文洁跑来，焦急喊道：“帮帮我警官，

我和小孩走散了！”李文洁连忙安慰：“别着急，

我来帮你找。你告诉我他几岁了，穿什么颜色

衣服……”

　　原来，任女士带着4岁半的儿子来南站乘

车，过安检后，任女士只顾着低头看手机寻找

检票口，没走多久发现孩子不见了，于是沿着

来路寻找，并大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由于

候车层旅客实在密集，始终未发现孩子的身

影，任女士十分着急，回到安检口向李文洁寻

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李文洁向派出所指挥室发送

了男孩近照，自己则带着任女士在候车室寻找

男孩。不一会儿，有同事根据李文洁提供的照

片，在候车室B18检票口处附近发现了独自玩

耍的男孩，经确认后将小孩送回了任女士

身边。

　　李文洁认真叮嘱：“人多的地方一定要看

好小孩，不要只顾着看手机，要牢牢抓住小孩

子的手。”任女士再三感谢后离开。

　　据了解，暑运以来，广州南站日均到发旅

客超60万人次，称得上全国最忙碌的火车站

之一，李文洁每天回应旅客求助超百余次，

仅暑运期间已为旅客家长找回走失儿童30

余人。

扶危助困的“救急大使”

　　“有旅客报警称丢了价值十万元的仪器，

请前去查看。”11时45分，还未来得及打开同事

送来的午饭，李文洁的对讲机又传来了警情，

于是快步赶往报警人所在的A14检票口。

　　找到报警人展先生后，经详细询问得知，

展先生带着色彩分析仪来到广州南站乘车，快

到目的地了才发现仪器丢了。无奈之下，展先

生到达目的站后便立即乘车返回广州南站，向

派出所寻求帮助。

　　看到展先生急得满头大汗，李文洁耐心安

抚其情绪：“您先回忆一下您进站时候的轨迹，

我带您再走一遍，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帮您查看

一下公共区域的监控。”

　　随后，李文洁带着展先生一边复盘梳理，

一边沿着其进站、候车、检票的路线，所经过的

区域进行仔细查找。最终，李文洁在一间店铺

找回了展先生购物时遗落的仪器。

　　“它对我的工作特别重要，真的太感谢您

了！”展先生不禁喜出望外。

　　“三楼东边验证口有旅客晕倒，请迅速前

往查看！”14时30分许，对讲机又再次响起。听

到“晕倒”关键词，李文洁便立即招呼附近支援

警力，一边朝着东边飞奔而去。

　　来到现场后，经初步了解，系一名患有基

础疾病旅客，因天气闷热晕倒在平台边。其同

行的家人惊慌失措，路人第一时间帮助他们报

了警求助。

　　为尽快为该旅客缓解症状，李文洁将周

围旅客疏散开，并将其家人拿出携带的药品

帮助旅客服用，车站工作人员也拿来了饮用

水，该旅客情况慢慢好转，由于归家心切，该

旅客最终由车站工作人员陪同进站乘车。

离家少女的“知心姐姐”

　　22时45分许，广州南站派出所指挥室接群

众王女士报警称，其14岁的女儿乘坐G6097次

列车离家出走，希望警察可以帮忙“拦截”。接

此警情后，李文洁立即查了车次信息，G6097

次列车在广州南站只停留4分钟。“时间紧

迫！”李文洁不敢怠慢，早早赶到11站台等待

列车进站，并希望可以第一时间将女孩劝导

下车。

　　列车进站停稳打开车门的一瞬间，李文

洁一个箭步冲上车去，在05车厢06F座位处

找到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是小花（化名）

同学吗？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的民警，和我

先一起下车好吗？有什么不开心和我下车慢

慢讲。”

　　面对突如其来的女警，小女孩脸上充满了

警惕，并有一些抵触。“我不想下车，我想去找

朋友玩。”“先和姐姐下车好吗，这么晚了你一

个人出去也不安全。”趁小花犹豫，李文洁顺势

搂着其肩膀将其从车上带了下来。

　　回到执勤室后，李文洁又展开温柔攻

势，以“大姐姐”的身份与小花聊了起来，渐

渐打开了她的心扉。父母也从外地开车赶

来，见到小花无恙喜极而泣，一家人最终得

以团聚。

　　“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特别关注，也需要注

意沟通的方式和方法。”李文洁叮嘱道。

李文洁：
“陀螺转”的铁路警花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腾飞 夏彬彬

　　

　　7月3日下午，江苏省盐城市峨嵋山路与岷江路交界处，

一名男子戴口罩坐在轿车驾驶室里，神色紧张地看向窗外，

恰巧与暗中蹲守的黄传勇打了个照面。

　　“确认过眼神，他就是我要抓的人！”黄传勇一个箭步上

前将其控制，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黄传勇是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治安卡口大队

治安管控中队指导员，现年45岁的他曾是一名坚守祖国西

南边陲20年的军人。如今，他仍以军人过硬作风，奋战在公

安交警战线最前沿，为人民群众守好“城门”。

　　黄传勇在7月3日那一瞥、那一扑，看似“轻松”，实则背

后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早在“抓捕”前几周，黄传勇就经大

量工作，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但对方行踪不定，给抓

捕工作造成很大困难。黄传勇并未放弃，反而加强研判、日

夜蹲守，才有了与犯罪嫌疑人的“偶遇”。

　　“看似‘巧合’，折射出的是黄传勇坚决打击违法犯罪的

斗争精神与‘在岗一分钟，履职六十秒’的敬业精神。因为这

些精神，才练就了‘火眼金睛’。”盐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治

安卡口大队大队长成如斌说。

　　2018年，39岁的黄传勇从部队转业到治安卡口大队，在

另一个平凡岗位上开始新一段无悔追求，他下定决心：一定

要尽快融入其中。而单位的各位同事“老师”也不吝赐教，时

不时旁敲侧击，给了他诸多帮助。

　　路面执勤疏导、重点违法查纠、交通事故处理、疑难案

件办理、嫌疑车辆盘查……他很快熟悉各项交通管理业务，

工作业绩始终在大队名列前茅。

　　不断学习研究、不断实践探索，黄传勇早已熟练掌握网

上在逃人员身份比对确定、人像寻迹追踪、关联车辆查缉等

工作技战法。今年上半年，黄传勇带领中队民辅警已抓获

104名网上在逃人员。

　　如何判断毒驾？如何依法控制暴力反抗嫌疑人？如何设

卡更科学、更安全……面对问题，新警陈刚抓耳挠腮、不知

所措。黄传勇看出端倪，为其耐心讲解关键环节。经过耐心

教导，陈刚的业务能力渐渐有了提升。

　　从跟在“老大哥”身后的“小菜鸟”，到能独当一面的办

案能手，黄传勇始终以“冲锋在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针

对大队新同事业务技能薄弱等实际，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

用，积极推行“以老带新”工作模式，增强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有效推动年轻新警加快成长、尽快“单飞”。

　　“他总是倾囊相授，激发大家破案潜力，让1+1＞2。”更

让陈刚佩服的是，黄传勇还能以心理战术，击垮犯罪嫌疑人

防线。

　　一次，黄传勇和队员在射阳服务区抓获因贩毒被列为

网上在逃人员的徐某。起初，徐某啥也不说，对谁都有抵触

情绪。黄传勇像兄长一样，向徐某讲述自己在打击犯罪时，

遇到的各种因毒品引发家破人亡的悲剧。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一番暖心话语疏导，徐某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慢慢

地，他开口说话并配合警方办案。

　　“办案子，不仅要还原固定事实真相，还要让犯罪嫌疑

人从内心对其行为真心悔过，否则以后还会危害社会。”黄

传勇介绍，他坚持“实字当先、快破现案、深挖隐案、严控发

案”的工作理念，把每一起民生小案当大案办，有效提升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

　　“从部队到警营，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一颗为民爱

民的心，这是支撑和推动干好每一件事的动力。”黄传勇说，

交警是距离群众最近的警种之一，不仅要履行好维护交通

安全的职责，遇到群众求助也要全力帮助解决，换成任何一

名警察都会这么做。

　　为抛锚车辆更换备胎、送迷路老人安全回家、帮走失小

孩找到家长、紧急开道救助危重病患……每天，黄传勇都和

人、车“打交道”，他一直坚守在路上，当遇到有困难的群众，

都会第一时间竭力帮扶，因此经常收到群众送来的锦旗。许

多人问他为何这么拼？他说：“不管是穿军装还是穿警服，都

是为人民服务，能干的就要干起来，能多干就多干一些。”

　　6月28日上午，黄传勇在执勤时，突然接到一位母亲求

助，其3岁的女儿耳朵被门夹伤，血流不止。

　　“跟着我走！没事的，别害怕……”看到小女孩蜷缩在母

亲怀里，黄传勇上前安慰，并驾驶警车一路开道，途中联系

医院做好急救准备，原本半小时的路程仅用10分钟就将小

女孩安全送医，到达后又协助医护人员将小女孩送进抢救

室。因抢救及时，小女孩的耳朵被顺利接好，出院后家人为

黄传勇送来写有“危难显身手 为民真英雄”的锦旗。

　　“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交警的工作不好干，但看到群众一张张笑脸我从心底觉得

这些付出都值得。”黄传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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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黄传勇在指挥中心布置对可疑

车辆进行查缉。

  图② 黄传勇检查大型车辆安全状况。

　　程裕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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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李文洁救助

中暑晕厥的旅客。

  图② 李文洁（左

一）帮助旅客寻找走失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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