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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中全 张美欣

　　

　　“这些是家里有困难的居民，平时需要经常走

访交流，这些是特殊住户，也需要多走访沟通，这

些是……”

　　当《法治日报》记者走进吉林省辽源市泊林小

镇社区警务站，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占了大半个警

务站的挂图板，板子上一层一层贴满了社区居民

的基本情况，社区民警邢云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

绍着挂图板上的居民信息。

　　在板子下方的桌子上，叠放着十几本厚厚的

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居民家庭情况的信

息以及各种细节，翻开她刚到泊林小镇时的笔记，

扉页用隽秀的小字抄写了一段“鸡汤文”，这是当

时她调整心态，鼓励自己的动力源泉。

　　邢云，现任辽源市公安局办公室警务技术二

级主管。2023年5月，从警20年的邢云响应辽源市公

安局党建引领“警地融合”的工作号召，主动报名

从市公安局办公室下沉到向阳分局成为一名社区

民警。从办公室到基层一线，邢云一头扎进最基层

的社区警务站，管起了辖区里的大小琐事。

开在社区的警务站

　　在机关工作20年的邢云第一天来到向阳分

局，就被难住了。

　　“有一个大姐来分局为孩子办理户口迁移，看

到我穿着警服，就问我想迁户口是在这办不？我当

时一下就蒙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邢云

说，值班民警的介入让邢云松了一口气，但直到如

今，想起当时的场景还“心有余悸”，这一刻也让她

铭记终生，从那时起，她便下定决心要学好基层业

务，干好基层工作。

　　“机关工作繁重复杂你都可以胜任，现在到了

基层，你一定也可以做好。”辽源市公安局向阳分

局局长谢利军的这番话鼓励了邢云，也激起了她

心中不服输的劲头。

　　泊林小镇社区内有34栋楼，2000余户居民，总

人数近5000人，辖区内还有22家商户，小区建立之

初就伴随着开发楼盘烂尾问题，曾导致购房人长

达8年不能入住，业主委员会已连续4年无法正常

选举，物业公司也没有正常的聘用程序，辖区还有

4个居民自发组建的微信群，各有“带头人”，遇事

就想闹一闹，有事就想吵一吵，导致居民与物业、

社区之间矛盾频发。

　　邢云没有退缩。

　　2023年7月17日，泊林小镇警务站正式建成并

投入使用，在警务站建成前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邢

云也没闲着，对基层警务不了解，她主动向社区同

志、从事过社区工作的前辈学习如何做好社区警

务工作，如何与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下社区’是工作方法，‘在社区’才是工作目

的，我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邢云说。说干就干，

邢云的第一站就是泊林小镇的商户，辖区的夫妻

理发店成了她的首个访问目标。然而首次走访的

效果并不理想，回到警务站后，邢云总结了此次走

访失败的原因，她意识到要想真正融入居民之中，

必须采取更加贴近居民的方式。

　　于是邢云改变策略，她开始在日常的巡查中，

与居民拉家常，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困难。随着时间

的推移，居民们对邢云的态度慢慢转变，从“我们

家没什么事需要警察帮忙”到“遇到事了，先给警

务站打电话问问”。

　　这是群众的信任，也是对邢云努力的最大

肯定。

百姓兜里的“小纸条”

　　“我是泊林小镇警务站民警邢云，这是我的

电话号码，有事可以随时找我。”入户走访时，邢

云随身携带的“小纸条”，上面除了这句话，还印

着反诈小贴士和邢云自己的联系方式，这张“小

纸条”也被辖区的留守老人们称为“护身符”。

　　“你给我的‘小纸条’我把它贴在门口最显眼

的地方了，放兜里我怕有急事找不到，贴在那，我

要是不舒服，从床上滚下来爬也能爬过去给你打

个电话。”居民马大爷说。

　　已经87岁高龄的独居老人马大爷，一双儿女

都在外地，除了逢年过节会到孩子家里去，平日

里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得知他的情况后，邢云

时常到马大爷家看望他，每次马大爷出发去外地

的孩子家之前，邢云还会来到家里和他一起把水

电关好，就连大爷从外地回来，其儿女也会第

一时间联系邢云。

　　“对群众随和一些、亲切一些，多一些

交流探讨、少一些指示命令，付出真感

情，群众就会把咱当亲人。”邢云说。

　　“我们往常上门走访，一户人家上

门了两三次都没人在家，就会被标注

是空房，但是邢姐时不时就上门看看

人在不在。”警务站的辅警、邢云的徒

弟杨铭缔说。

　　小区的周大爷是个90多岁的老党

员，在邢云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逐渐熟

络，平时邢云任务繁重，周大爷还推着轮

椅到警务站看她。

　　“这是给咱的‘护身符’啊，现在这社会

多好，共产党多好，咱得好好活着，要多活几

年！”90多岁的高大娘收到邢云递过来的“小纸

条”时感慨道。

　　面对面地把联系方式留给群众，一遍又一遍

地强调“可以随时保持联系”，邢云的电话号码，

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它是桥梁，是信任，是居民

的安心。邢云成了小区居民的守护者，电话铃声

响起，无论刮风下雨，她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需

要帮助的人身边。这张“小纸条”也因此成了居民

们心中最珍贵的宝物。

居民身边的“贴心人”

　　“小邢啊，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每次吃饭看

见大米就上火，这么大岁数在家门口被人骗了，

心里堵得慌。”辖区居民袁大娘和赵大娘来到警

务站求助。她们3天前买到了不足称的大米，损失

共计162元。因为涉案金额太小不能立案侦查，多

方调查下，邢云找到了卖米商人姜某的联系

方式。

　　电话里姜某说是看错了斤数，同意3天后到警

务站来处理，可3天后对方非但没有出现，反而不

再接听邢云的电话。

　　“金额确实不多，但是想着袁姨和赵姨一吃饭

就上火，而且还诓骗民警，我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

为在我的辖区出现。”邢云当即联系姜某所在地的

派出所，详细说明情况，当天下午就找到了姜某，

追回了两位大娘被骗的162元。

　　社区工作看似都是小事，但实则件件关系

群众。

　　警务站对面有一家超市，某天超市老板来到

警务站说自己放在门口车上的一箱方便面被偷

了，调监控发现对方穿着连帽衫，遮挡着脸看不真

切，但日常挨家挨户走访的邢云几经辨认，认出了

这人是辖区里家庭条件困难的居民吕某。在她的

劝诫之下，吕某带着随手“顺”来的方便面来到了

警务站，承认了错误。

　　“派出所的基础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社区

工作，邢云为了警务站的工作付出了很多，无论是

被她调解过的矛盾双方当事人，还是帮助过的群

众，甚至是被邢云批评过的人，都非常信任她，我

们都看在眼里。”谢利军说。

　　“大是大非讲法，小对小错讲情”是邢云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涉及公安管辖范围，我就

是民警，涉及辖区群众利益，我就是管家。”邢

云说。

　　从办公室走进社区，邢云探索建立了“学思

想、学业务，访商户、访居民，建台账、建队伍，唠家

常、唠平安，解困难、解纠纷”的“邢云‘五瓣梅’工

作法”，实现了从“基层小白”到备受居民信赖的

“小镇管家”的转变。

　　2023年12月，泊林小镇警务站被省公安厅命名

为“邢云警务站”。2024年，邢云获评“全国公安机关

成绩突出女民警”荣誉称号。

 邢云：“基层小白”变身“小镇管家”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唐靖

　　

　　“今天要去看守所死刑执行临场监督，这个工作

不能耽误。”这是他留给妻子黄雅玲的最后一句话。

　　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勇于担当，这是他留给同

事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

主任、一级检察官周泽州。

　　8月16日，正在执行公务的周泽州突然倒地，经

抢救无效因公牺牲，38岁的年轻生命戛然而止。

　　从书记员到检察官，从科员到科长，从检14年以

来，周泽州办理、指导各类案件千余件，经手的案件

无一错案。

　　邵阳市检察院802办公室内，周泽州的办公桌还

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表格材料、法律书籍、写满

文字的笔记本、车钥匙……周泽州一一做好标记，摆

放得整整齐齐。善于整理收纳是他的优点。

　　2010年，周泽州考入洞口县人民检察院，开启从

检生涯。“周泽州做事严谨，对案卷成册的要求非常

高，他连纸张都码得最齐。”刚开始，洞口县检察院第

五部主任聂静安排他从事内勤工作，他把繁杂的办

案数据、文字总结等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

　　周泽州爱学习、肯钻研，利用闲暇时间不断“充

电”，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2014年，周泽州遴选进入

邵阳市检察院。

　　“他经手的案件对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都把握

得很精准，是我们院里的‘办案能手’。”邵阳市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晟芳哽咽回忆。

　　2018年，周泽州参与办理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李某某涉嫌受贿案。他发现李某某的财产和

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但被告人对其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周泽州多次赴岳阳、郴

州等地调查核实，补充证据。

　　“我就不信算不清！”周泽州暗下决心，将被告人的众多收入和繁杂

支出一一分类，梳理固定相应证据，准确计算出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

金额。最终，提出的公诉意见被法院采纳。

　　“现场检察、查阅资料、与在押人员谈话……时间紧、任务重，几乎

无休。”寥寥数语的背后，是夜以继日的案头工作。邵阳市检察院第四检

察部主任王生寨还记得，今年6月到7月，在对怀化市看守所交叉巡回检

察期间，周泽州经常工作到深夜。为获取相关案件关键证据，他带领巡

回检察组成员与该看守所在押人员进行了100多次谈话，深入询问了10

余次证人，还远赴深圳、广州调查取证。近日，巡回检察组向怀化市公安

局反馈检察情况，并将问题线索移送相关部门。

　　工作中，周泽州始终保持这股较真的劲头，将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

接连拿下。“对方的辩护律师经验丰富，马上要上法庭了，再陪我演练一

次吧。”在办理厅级干部徐某某的案件时，开庭前，周泽州反复拉着同事

陪自己进行庭审模拟。最后，徐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这一次，周泽

州荣立三等功。

　　2022年3月，周泽州从工作了12年的公诉部门来到市检察院驻市看

守所检察室工作，每日奔波在高墙电网内，监室、伙房、医务室、谈话室

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刑罚执行是否公正、监管秩序是否稳定、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成为他每日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7月，周泽州发现在押人员岳某某因营养不良导致双腿浮肿、

浑身无力，他立即开展全面摸排，及时向看守所提出为营养不良的在押

人员加强营养的检察建议。

　　10天后，周泽州督促检察建议落实情况时，岳某某拉着他的手感动

道：“感谢检察官这样细微的关心，我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走上刑执岗位以来，周泽州实质化审查办理“减假暂”监督案件322

件，通过抠细节、查问题，提出的不予减刑、从严减刑的检察意见均被

采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周泽州在办理一起涉黑案件时，犯罪嫌疑

人亲属为了替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多次邀约吃饭未果。后又试图通过

熟人向周泽州送红包礼金，均被他直接拒绝，并严肃地批评教育该家

属。面对人情干扰、金钱诱惑，周泽州态度坚决：“廉政务实、刚直不阿是

检察官的基本操守。”

　　8月20日，周泽州追悼会上，呜咽声此起彼伏，赶来送他最后一程的

亲友、同事悲痛不已。

　　在好友李静眼中，周泽州心地善良、正义感强。有一次闲聊，李静提

到孩子的同学因为家庭关系复杂，平时没大人管，在校偷钱吃饭，还被

其父亲责打。周泽州上了心，立马联系未检部门的同事，第二天就去学

校把问题解决了。

　　“周泽州喜欢唱歌，他把《春天里》这首歌的歌词写好贴在我房间

里，我们一起唱。”洞口县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刘祚麒说。

　　“人民检察官是他一生的坚守与追求。穿上制服的他，格外笔

挺、自信、从容。”黄雅玲泪光闪烁地说。每一次出门前，周泽州都会

在镜子前整理好检察制服，领前的检徽时刻提醒着他肩负的责任和

使命。这一次，他身上的检察制服一如往常整洁如新；这一次，他没

有回来。

  图① 周泽州生前在查阅案卷。

  图② 周泽州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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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王道道道广广广：：：高高高墙墙墙内内内的的的灵灵灵魂魂魂工工工程程程师师师
□ 本报记者 刘欢

　　

　　精干短发，两颊微凹，初冬午后，《法治日报》

记者见到王道广时，他刚值完夜班，略显瘦削的身

材仍如标枪般挺得笔直，大手温暖而有力。

　　当被问及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时，王道广清癯

的脸庞神采奕奕，各种事例、方法娓娓道来，其间

不时蹦出教育学或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如数家珍。

　　王道广是湖北省汉阳监狱出入监区监区长。

从警12年，这位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的80后高材

生，始终扎根教育改造罪犯一线，从职场小白逐步

成长为湖北监狱系统省级个别教育能手、湖北监

狱“云课堂”讲师。

　　“监狱人民警察是灵魂的工程师，是一个神圣

而光荣的职业。”王道广说。

“要以救人之心开展教育改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为地地道道的山东

人，王道广爱看金庸小说，从小怀揣警察梦。2012年，

从华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王道广毅然投身警营，成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高墙内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度让王道广陷入

迷茫：这些罪犯真能改造好吗？

　　“监狱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罪犯也有人性，

要以救人之心开展教育改造。挽救一个罪犯就是

挽救一个或多个家庭，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导师

的谆谆教诲，重新点燃王道广斗志。他考取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如饥似渴地学习教育改造知识，组

织开发教育改造项目，逐渐成长为监狱里数得着

的个别教育能手。“读研究生时没发现学习的意

义，现在我是爱上了学习。”王道广笑着说。

　　最近，王道广发现非暴力沟通方式对于教育

改造暴力犯有效果，便利用休息时间全网搜索相

关资料，“书都买了好几本”，并设计相关课程为罪

犯们授课。

　　“教育改造罪犯最难的是改变思想。只有从灵

魂深处触动他，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他。”王道广说。

　　2023年，汉阳监狱挂牌成立以王道广个人命名

的个别教育工作室。面对频繁违纪、抗拒劳动、消

极改造的罪犯，他认真倾听对方心声，了解其真实

诉求，与同事们相互配合对症下药，啃下了一个又

一个“硬骨头”。在他看来，“王道广个别教育工作

室”只是一个代号，是所有关心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的人的集合。

“育人之道，攻心为上”

　　罪犯小赵是王道广啃下的一个“硬骨头”。

　　小赵患有轻微精神障碍，为人邋遢，爱信口开

河，周身散发着刺鼻气味。管教民警教育收效甚

微，只得将其送回出入监监区，接受入监再教育。

　　“育人之道，攻心为上。”王道广迎难而上，从

日常点滴入手，给予小赵情感关怀，逐步赢得他的

信任。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小赵尝试作出改变，开

始洗澡、洗衣服，逐步改掉生活恶习，并主动承担

起监区的公共卫生。

　　“罪犯只有信任民警，才会向民警袒露心声，

接受民警的教育。”在王道广看来，罪犯教育改造

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是阶段攻坚和持续教育相互

交织、螺旋上升的过程。

　　因抢劫罪入狱的小张，性格火暴、冲动易怒，

是汉阳监狱有名的“刺头”。接受入监再教育不久，

又因打人被再次送回出入监监区。

　　“再次见到我们时，他自己都感到惭愧，觉得

辜负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将他送到高戒备监区。”

发现小张已认识到错误，王道广并没有对他施以

惩戒，而是有针对性地加强其情绪控制方面的教

育。小张此后再未与他人发生冲突，并成为监狱里

的教育改造典型。

　　开展入监再教育工作以来，王道广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严管、重教、慎处”工作法，即严格

规范监管，用心用情教育改造，谨慎运用惩罚，让

惩罚具有教育性。

　　今年以来，汉阳监狱罪犯严重违纪、一般违纪

行为均同比大幅减少，监管秩序持续向好。

“你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

　　“轻轻地播着一阵阵号码/打个亲情电话给老

爸老妈/问问远方的亲人们/你们好吗/告诉你们

我也很想家……”王道广向记者唱起一首名为《亲

情电话》的歌曲，这是小周服刑期间创作的，在汉

阳监狱里广为传唱。

　　小周十几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离家出走，

叔叔伯伯好几个却没人愿意管他。他跟着别人混

社会，与人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牢饭吃了不少却

依然改不了火暴脾气。经过心理测试及日常交流

观察，王道广发现小周内心安全感较低，敏感自

卑，焦躁易冲动，渴望被认同。

　　“没有情感上的认同，就难以打开他的心结。”

王道广了解到小周喜欢吹口琴、唱歌，决定以此为

突破口。他鼓励小周加入监区乐队，在音乐兴趣小

组互帮互助下，小周逐渐敞开心扉。服刑期间，小

周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文艺活动，其创作的《亲情

电话》引发广泛共鸣。

　　“要真正将罪犯改造好，给予他们生活的希

望，为他们指明方向，否则就会重蹈覆辙。”临近刑

满释放，王道广引导小周分析自己的优缺点，明确

今后谋生的方向。听说小周擅长安装通风管道，王

道广鼓励他发挥所长，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他

的指引下，小周出狱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开始

新的人生。后来，小周添加王道广微信，要向他表

示感谢。王道广拒绝了他的好友申请，而是给他发

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只要你过得好比什么都

重要。”

　　“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共情力。”从事罪

犯改造工作多年，王道广说自己像老师一样，希望

每个“学生”好。

  图① 邢云在辖区对群众开展普法

宣传。

  图②③ 邢云入户走访辖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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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道广

对罪犯进行个别

教育。

　　吴传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