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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周建霞 闫军

　　

　　丽丽：“桑伯，您这么忙，以后就别再给我送饭了。”

　　桑自强：“我不送饭，你吃什么？”

　　丽丽：“房子是您花钱替我租的，我再天天吃您的

饭，我这叫什么事呀！”

　　桑自强：“嗯？你又喝酒了！不抽烟，不喝酒，这你可

是跟我保证过的。”

　　丽丽：“我在屋里待着，憋闷得慌。”

　　桑自强：“感觉闷得慌，更该出去走走，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跟邻居们说说话聊聊天，尽快地融入社会

当中。”

　　……

　　这是1月7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向群众

汇报”活动中情景剧《公仆》的一场对话，讲述的是河东

分局大直沽派出所民警桑自强倾心帮助刑满释放人员

丽丽的故事。

　　2017年，51岁的桑自强成为大直沽街道文华里社区

民警，8年来他用温暖和真诚赢得群众的信任，成为群

众的贴心人。

　　在一次走访中，桑自强发现文华里社区刑满释放

人员丽丽居无定所，且没有收入来源，家人更是对其不

管不问。“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她很有可能会再次走上

歧途。”桑自强考虑，“要先给丽丽安排一个住处，让她

稳定下来再做打算。”

　　为此，桑自强自掏腰包将丽丽安置在一旅店内，并

帮她找到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桑自强

拿出一部手机存上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丽丽，“有事就

给我打电话。”

　　“往后的路，我一定好好走。”丽丽感激地说。

　　桑自强深知，这只是丽丽重新融入社会的第一步，

要想彻底改变丽丽的思维想法，还需要亲情的关怀。此

后，在桑自强的多次劝解下，丽丽和家人最终放下了隔

阂，回归幸福生活。

　　做好“小社区”治理“大文章”，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桑自强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让他们渐渐成为桑

自强的耳朵、眼睛和嘴巴，齐心协力管好文华里小区这

片“责任田”。

　　2024年4月，居民刘大爷反映，隔壁邻居李某家发生

严重争吵，有可能上升到人身伤害。得知这一消息后，

桑自强在开展普法宣传时，主动与李某拉起家常，询问

其家庭是否遇到困难。李某说自己与前妻育有一子，因

残疾寄养在儿童福利院，现任妻子一直蒙在鼓里。前段

时间偶然得知这一事情，于是两人发生争吵。

　　摆在李某面前的难题还有儿子的身份证问题，此

前孩子未曾登记过身份信息，导致无法办理身份证和

相关社会救助。

　　“我也是重病在身，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李某说。

　　依据相关政策规定，桑自强和同事多次调查李某

的家庭情况，为他儿子办理了身份证。在此基础上，社

区居委会按规定为李某儿子申请了社会福利。

　　文华里社区共1900多户、4000多口人，60岁以上人

口占比60%以上，属于典型的老式小区。桑自强说：“警

民之心要想贴得近，就得常见面，像走亲戚一样，越走

越近，越走越亲。”

　　1月6日，《法治日报》记者跟随桑自强来到文华里

社区。刚走进社区，买菜归来的曹大哥便拉着桑自强去

家里坐坐。“少喝点酒，注意身体。”桑自强叮嘱。

　　站在一栋楼下，桑自强介绍：一楼的王奶奶是独

居，8楼的曹阿姨身体残疾，对面楼里的王大哥要多

关照……

　　说话间，迎面走来的小朋友开心地喊了一句“桑伯

伯好”。

　　“哪些人需要重点关爱、哪些事需要重点关注。”桑

自强熟记于心，在入户走访时他也总会把关心送到群

众心坎上。

　　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桑自强共接到张奶奶29个电

话。因小脑萎缩，张奶奶总是臆想儿子偷盗自己钱财而

拨打报警电话，后来，桑自强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进张

奶奶的手机里，备注为“110”。

　　“让老人开心就好。”桑自强说。

　　一桩桩小事、一件件善举，让桑自强一步步走进了群

众的心里，成了群众的亲人。如今，大直沽派出所建立了

“大桑工作室”，充分发挥桑自强在社区的工作经验，切实

做到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问及桑自强的工作诀窍，桑自强笑着说：“你与群

众有多近，群众就和你有多亲。”

　　

　　图① 桑自强在办公室工作。

  图② 桑自强入户走访时与独居老人拉家常。
  图③ 桑自强在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供图  

桑自强：社区民警要做群众的贴心人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潘兴强 李铭骥

　　

　　“感谢于警官，这么多年一直照顾着我们这些外地务工的兄弟

们。”近日，即将踏上返乡归途的福建籍务工人员刘文彪代表同行的工

人，向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库尔特边境派出

所蒙库矿区警务室民警于磊告别并表达谢意。

　　位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蒙库矿区，辖区1600多平方公里，是新

疆北部最大的铁矿床，地处中蒙边境群山腹地，想要抵达这里，需要从

县城出发，乘车走过60余公里的蜿蜒山路，进入冬季，这段路往往需要

行驶近4个小时。由于矿产资源丰富，吸引了全国8家矿企来此开采经

营，每年外来务工人员2000余人，年开采量800余万吨。于磊和他的战

友们就驻守在这里。

　　“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多，大多是背井离乡，所以不光在制度上要注

重人员核查管理，在生活上我们更需要多关心。”每次警务室有新民警

前来驻勤，于磊都会在带他们熟悉辖区的同时，向他们讲述驻地务工

人员的情况。

　　“老张，这是你家里给你带的药。”“小刘这是你的包裹。”“王师傅，

你托我买的零件还没到货，下次我们再下山再给您去看看。”由于矿区

冬季道路崎岖难行，矿工们的日用品、常用药以及快递等一些物品购

取困难。于磊在一次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主动对接企业工会，

定期通过警民微信群掌握大家急需的物品，利用警务室拉物资的时机

再集中捎带，巧妙解决了辖区职工购物难和无法及时收取快递的

难题。

　　“通过定期组织企业危爆物品管理和安防等重点岗位人员的定期

培训，建立护厂队，加强企业生产关键环节和流动人口的监管力度，通

过每日企业上报数据和民警实地走访采集，实现警务室和企业数据的

‘双核准、双同步’，确保企业生产和人员管理安全。”由于蒙库矿区面

积大、危爆物品使用量多、辖区人员流动频繁，于磊和警务室民警在日

常工作中也总结形成了一套特色工作机制。

　　2024年3月下旬，于磊在辖区企业开展流动人口走访时，看到一名

务工人员神色慌张、行为异常。通过于磊和民警对该务工人员进行进

一步核查，发现此人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我以为跑到边境地区就没

人认识我，没想到还是被民警发现了。”在逃人员被抓获后垂头丧气

地说。

　　通过采取“双核准、双同步”工作机制，于磊和他的战友们累计抓

捕网上在逃人员5名，排查企业生产隐患98项，解决群众矛盾纠纷30

条，为工人讨薪190余万元，有效地维护了辖区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

安全。

　　由于铁矿开采量大，矿石运输环节的安全也成为于磊和警务室民

辅警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民警同志，一辆运输车冲进了避险车

道，司机被困，情况危急！”去年11月15日上午，正在执勤的于磊接到过

往司机的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于磊带领民警以最快速度赶到事故

发生地。此时，司机正痛苦地呻吟，多处受伤。大家齐心协力，想方设法

将司机从驾驶室抬了出来并送往医院治疗。因救助及时，司机脱离了

危险。

　　从库尔特乡通往蒙库矿区的道路坡陡弯急，车辆行驶途中各类

险情多。为了保障过往司乘人员安全，于磊和民辅警组织企业安防队

一起组建了蒙库救援队。2024年，他和战友共救助各类受伤人员5次

9人。

　　“工作有担当，务实严谨细致”，这是身边同事对于磊的普遍评价。

“于磊和警务室的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认真负责，有他们为矿企的高效

开采护航，大家都特别安心。”蒙库选矿厂党委书记张治国说。

　　在警务室工作6年间，于磊巡逻行程近15万公里，先后穿破34双胶

鞋，巡逻车也换了一辆又一辆，于磊说，我的愿望就是守护好祖国边境

的这座“金山”，守护好辖区的每一名群众。

  图① 于磊（左二）和同事检查矿企安全。

  图② 于磊（右一）检查矿企安全记录。

李明骥 摄  

于磊：6年警务室15万公里巡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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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廖菀妃

　　

　　他精准滴灌，为企业加装“安全锁”；他以情破冰，做群众温暖

“贴心人”；他敢于担当，做队伍实干“领头人”……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钦州市钦北区，有这样一位派出所所长，他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奉献，带领队伍安全防范、守护安宁，他就是钦州市公安局红阳派出

所所长蔡夏琦。

　　2024年以来，蔡夏琦带领红阳派出所深入开展“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极力将问题苗头解决在萌芽状态，2024年

下半年辖区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位居钦州市第一。

　　红阳派出所辖区流动人口近11万人，在建项目多、城中村多、繁

华街区多、务工人员多、人口流动性大，增强员工反诈意识尤为重

要。蔡夏琦深知这一点，他积极组织警力深入企业开展预防电诈宣

传，采取线上反诈课堂、线下入企走访、统一集中宣传、常态电话回

访等方式，多渠道进行“精准滴灌”式宣传，帮助企业时刻绷紧“反诈

安全弦”。2024年，宣传培训企业员工800余人次，提供相关法律法规

咨询30余次，阻诈金额130余万元。

　　2024年9月，郭先生被拉进内有老板和秘书的微信群，“老板”要

求转账80万元到指定账号。郭先生立即打电话联系老板，但电话一

直通话中。其间“老板”一直在群里多次催办转账，声称“此款是跟朋

友合作项目的定金，要马上转账，迟了耽误项目合作要问责”。

　　郭先生无奈之际，想到红阳派出所之前防诈宣讲留下的民警电

话，便赶紧拨通民警电话。蔡夏琦得知情况后，及时介入制止郭先生

转账，指导郭先生在群里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转账，成功阻止这起

诈骗案件，为企业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最终，在蔡夏琦的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老板，原来老板一直被骚扰

电话缠住，根本没有转账这件事情。亲身经历诈骗团伙的高超手段，郭先

生冒出一身冷汗，还好前段时间听了防诈知识宣讲，有了警惕之心。

　　由于辖区地处新老城区接合部，涉及主体多，围绕“派出所主

防”理念，蔡夏琦坚持靠前一步、主动作为，将预警触角精准探入社

区的每一处细微角落。

　　此前，辖区群众庄某某向自治区公安厅信访，称其安装种植牙

被钦州市某口腔医院欺诈。蔡夏琦主动前往广东省湛江市广东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庄某某，以情破冰、晓之以理，并帮助

庄某某联系口腔医院争取善后赔偿。经过多日思想疏导，庄某某终

于放下心结。

　　派出所所长既是“兵”头也是“将”尾，不仅要有“将”的指挥才

能，也要有“兵”的实干精神。在工作中，遇到疑难警情、复杂案件等，

蔡夏琦都会身先士卒、冲锋一线。

　　一次，红阳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摩托车被盗案，因案发现场存在

监控盲区，且案发时段并无目击者，案件侦办遇到瓶颈。蔡夏琦主动

请缨，带领民警调取案发地周边视频监控，扩大入户走访调查范围，

从零散的线索中，抽丝剥茧、追根溯源。为尽快破案，他放弃休息，通

过逐帧查看、分析比对，成功串并辖区多起同类案件，他判断出是一

个惯犯所为，担心若是再不抓住犯罪嫌疑人，将会有更多的群众受

害。于是，他迅速制定出可行的调查抓捕方案，安排好各项事宜，最

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就是辖区百姓的‘民生安全员’。这份责

任重于泰山，我将一如既往牢记从警初心，当好‘民生安全员’，全力

以赴护航辖区平稳发展。”蔡夏琦说。

  图① 蔡夏琦（中）对派出所每日警情进行研判、指导。

  图② 蔡夏琦（右二）调解矛盾纠纷。

林雪 摄  

蔡夏琦：辖区百姓“民生安全员”

①①

②

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