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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表情：追梦

通讯员 许尚高

“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该怎么

报答他这份恩情，请帮我夸夸他，

感谢他！”电话里，52岁村民李长洋

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要夸奖的那

个人，名叫唐峰，是天台县公安局

白鹤派出所的一位管片民警。

走进白鹤镇，你会发现，要夸

赞民警唐峰的人，不只有李长洋一

个。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其中几位

村民和唐峰的故事。

雪中送炭

李长洋的老家在白鹤镇万年

村，距镇区约30公里。2013年，他

被查出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到县里

的医院做3次血透。来回多山路，

极不方便。为了便于看病同时方

便照顾在镇上上中学的女儿，李长

洋夫妻俩一合计，决定在镇区找个

出租房住下。

李长洋一家的经济状况非常

糟糕，这些年为了治病还背负了几

十万元的债务。为了省点租金，他

托朋友在镇区边上找了间破旧的

老屋栖身，每月租金仅100元。

木结构的老宅多年无人居住，

年久失修，墙体多处开裂，已是危

房。2017年10月，唐峰巡查辖区

安全隐患点，诧异地发现了蜗居在

此的李长洋一家。

唐峰的出现，让这一家子的生

活发生了改变。

唐峰把李长洋一家的情况汇

报给了所里，所里组织募捐凑了

8000多元钱，资助了这一家。同

时，唐峰又联系了李长洋女儿所在

的学校，通过协调，学校决定给李

长洋女儿在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

上给予减免，每月还给她发一笔困

难补助。“孩子读书很用功，成绩很

好，是三好学生。”唐峰说。

接近年尾时，唐峰又联系了一

户常年在外经商的梁先生，得知李

长洋一家的情况之后，梁先生愿意

将自家的房子租给李长洋一家，并

免去3年的租金。“唐警官给过我们

很多帮助，他要帮助的人，我们也

责无旁贷。”梁先生说。

这段时间，李长洋因为病情严

重，住进了医院，作为唯一劳动力

的妻子也患了病。“幸好，去年在唐

警官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办了低

保，每月还能有1000来元的补助

金维持生活。”李长洋说，如今他的

儿子已经长大工作了，虽然收入不

高，但每月也能给家里补贴一些家

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一些。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

李长洋说，自己要报恩也许只能等

来生了。

随叫随到

天台县白鹤镇，辖区有13个行

政村、42个自然村，常住人口2万

多。当地因为袜子产业的兴盛，外

来人口众多，人员结构复杂，流动

性也强。

80后的唐峰，从2015年开始

担任白鹤镇区的管片民警。“我以

前是狱警，管片之前基本上没有和

村民交流的经验。”唐峰说，这些年

给予他帮助最大的，是各村的村干

部和网格员们。

今年3月份，局里布置健康码

办理筛查任务。“要确认1万多人的

健康码，并且要在十多个小时之内

全部确认，这工作量单由一个人完

成很困难。”唐峰说，当天下午开始

到次日凌晨，他做筛查工作做了将

近一个通宵，才完成了 1000 多

人。第二天，他联系了片区各村的

干部请求支援。各村干部迅速成

立了临时的筛查小组，逐户调查，

到当天下午，全部筛查工作就完

成了。

“我们有事情找他的时候，他

随叫随到，而且人也特别亲切，所

以他有事情找我们帮忙，我们又怎

么能不随叫随到呢！”福泉村的老

书记朱支书说。

2015年年尾，片区有兄弟俩因

为长年积怨，经常吵架，几次报

警。那时候唐峰刚管片不久，调解

工作经验匮乏，多次都没能化解这

起矛盾。之后，他求助了福泉村的

老书记。

“我对他们家的情况比较了

解，况且也是长辈，他们愿意听我

的话。”朱支书说，之所以愿意出面

帮唐峰，那是因为唐峰也帮村里解

决了很多麻烦事。“我们村干部都

欠他的情。”他说。

不忘“江湖”

上王村的陈支书说，“做农村

工作如同行走江湖，群众们看的是

情面。”唐峰在负责管片的这些年，

融入了这片“江湖”。

同事小许曾问过唐峰，你总是

把别人的事情放在最前面，甚至牺

牲自己的私人时间去做服务村民

的事情，不会觉得对自己和家里人

有亏欠吗？“他却说，‘身在江湖，不

得想江湖所想嘛’。我家里人很支

持我！”小许说，其实他知道，唐峰

母亲身体不是很好，家里事情也是

一大堆。脱了这身警服，他也有普

通人的烦恼。

今年3月中旬开始，唐峰不再

做管片民警了，担任派出所专职法

制员，但他说，他不会就此离开这

片“江湖”。因为在他看来，警察就

是这样一个很“江湖”的职业，要做

的就是两件事：保境，安民！

22岁的救援队队长：

第一次献给了“利奇马”
俞黎新

人物名片：
莫浩，1998年出生，德清莫干山人。担任德清“蛟龙”

救援队队长，IRIA ADVISER国际搜救教练顾问、IRB充

气式救生艇海岸际救生员、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高级野外

急救员。

莫浩的家在莫干山下，那里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有

着堪称江浙沪一带最“拉风”的山路弯道。耳濡目染，莫

浩从小就爱上了自行车运动。

后来，他参加自行车赛事，又组建“蛟龙”应急救援

队。作为“蛟龙”应急救援队的队长，莫浩表示，以自己所

长去帮助他人，就是他们建立团队的初衷。

莫浩最早走进公众视野，是在去年“利奇马”席卷浙

江的时候，临海整个古城受淹。当时，他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朋友组建的“蛟龙”公益救援队才刚刚成立不到10

天。当他们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求助信息后，立即驰援

临海。

他说，虽然当时救援队成立不久，但团队的成员都是

接受过国际搜救教练顾问联盟(IRIA)的救援培训和国际

野外医学协会(WMAI)的高级急救培训，而且此次救援行

动还联合了上海应急救援专业团队，一同前往临海会合。

抗击“利奇马”的救援行动对“蛟龙”队员们来说是第

一次，险情重重。莫浩说，到达临海时是凌晨2点，临海市

区蹚水探路，因为积水太深，车子无法进入。

“积水到臀部位置，但水最深处，要超过1米5。”莫浩

描述着当时的险情。除了面对浑浊的积水，两名队员往

前走的每一步，还要面对漂浮的树枝、垃圾等物体，还要

排查沿街是否有漏电及天然气泄漏情况，积水中还可能

有水蛇出没。

这些，都没有让救援队员的脚步迟疑。5公里徒步，

两个多小时，最终第一梯队完成第一轮排查。当天凌晨3

点50分，“蛟龙”应急救援队也完成与德清、上海两地救援

队员集结，共计13名队员、4台车和5艘冲锋舟。

第一个救援任务，就是一项挑战。据莫浩讲述，当时

接到一名船厂老板求救，灵江江面上的造船厂内有十多

名被困船员，由于积水太深无法外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

西。救援队的任务就是将物资送到被困船员的身边，他

们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夜以继日的救援任务中，“蛟龙”应急救援队的队

员们还及时转移了手术后感染需紧急就医的一名男子；

及时救助了右脚踝不慎扭伤的女性伤者；及时转移一名

左脚受伤并感染的儿童；还有急需转移至安置点的老夫

妻等等。

在此次救援过程中，“蛟龙”救援队的身影也被赶赴

当地的新华社记者及时记录下来。其中一张照片，正是

莫浩双膝触地，被一名老太太及时抱住的画面。“这一跪

是怕老人摔倒，也确实是有些体力不支。”莫浩讲述道。

而现在，距离那次救援快9个月了，“蛟龙”救援队队

员更加专业更加成熟，每当德清有突发事件发生时，莫浩

和队员们总是冲锋在第一线。

新华社

53岁的杨文清是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合水镇

登云寨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她在

这个教学点坚守了10年，陪伴了一

批批孩子成长。

10年前的寒假，听闻登云寨教

学点需要一位老师，当时在合水镇

踏虎完全小学教六年级的杨文清

主动报名。登云寨海拔高，同事担

心杨文清吃不消，但杨文清不害

怕：“山上的生活单调，年轻人可能

待不住，我正合适。”

从那以后，杨文清独自承担起

了登云寨教学点学前班和小学一

二年级的教学工作，教语文、数学、

美术、音乐、体育、科学。二年级读

完后，孩子们就要到山下的踏虎村

租房，入读距离较远的踏虎完全

小学。

这个学年，登云寨教学点有学

前班儿童15人、一年级学生3人、

二年级学生4人，学前班和一年级

一个教室，二年级一个教室。两个

教室的学习进度不一样，因此每节

课杨云清都要在两个教室间不停

穿梭：先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孩子

认字，安排他们读五遍课文，再走

到二年级的教室教他们写字，趁二

年级的学生练字，她再走回一年级

的教室继续教学……一天下来，杨

文清只有在课间批改作业时能坐

一会儿放松双腿。

“对我来说，所有学生都像自

己的孩子一样。看到我的孩子们

成绩好、状态好，我就觉得我的工

作是有价值的。”杨文清说。

一人一校：大山里的十年坚守

管片民警的“江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