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陈晓青 版式设计：马丁 126

海拔800米之上的
铜墙铁壁

“家里就辛苦你了！”

“等我回来一定好好陪你和女儿！”

返岗前的短短两句话，是英川派出所

副所长张伟锋对妻女的愧疚。他有一个3

岁的可爱女儿，妻子二胎也已怀孕7个多

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大年初一，

他就主动放弃休假返岗执勤。

连续四百个小时在大山里的坚守，张

伟锋没有一丝松懈。在秋炉交溪口卡口

执勤时，夜晚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张伟

锋只能裹着大衣在车里、帐篷里眯上一

会，用村民们送来的柴火生火取暖，柴烧

完了还能用余热，热一罐八宝粥。“就着火

苗吃泡面还别有一番风味，寒夜里的八宝

粥也比以往感觉更好吃。”

元宵那天，张伟锋在出勤时路过家附

近，这是他十几天来离家最近的一次。恰

巧，妻子电话打来，想给他送汤圆。可哪

怕想念，在任务和风险双重压力下，他们

还是选择了不见面……

同样像上了发条一样的，还有东坑派

出所所长何俊。东坑镇地处浙、闽两省四

县交界处，过往车辆和人流量较大。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守住景宁的南大门，该镇

设立了2个卡口，东坑派出所也及时调整

勤务模式，由于警力紧张，为确保日常工作

运行，每名民警需要连续执勤24小时。

卡口海拔在800米左右，位于深山中，

气温相对较低。“大年初二是下雨天，我们

两人在卡点登记了600多辆过往车辆的信

息，一天下来衣服被淋得都拧出水，他忙

得顾不上换衣服。”副所长何闽林说，何俊

身上的那股工作韧劲，让他钦佩不已。

不仅是何俊奋战在一线，这个春节，

身为县卫健局干部的何俊妻子严迎冰也

一直在防疫工作中忙碌着，两个孩子则托

付给父母照顾。有时候，视频听到小女儿

说想爸爸，何俊也会感到些许心酸。“但当

前的情况没有选择，我们不上谁上呢？”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东坑派出

所全员在岗、连续奋战，确保辖区内两个

卡口24小时高效运转，累计引导、排查车

辆3100余辆，协助防疫工作人员监测体

温7200余人。

战“疫”一线的
一家三口黄金搭档

景宁大山里的战“疫”，上演着一个又

一个的动人故事。而这其中，最叫人动容

的，是这一家三口。父亲杨奕进，鹤溪派

出所民警，从警37年，一直坚守在公安一

线岗位；母亲张阿翠，鹤溪派出所城南社

区警务室辅警，参加公安工作11年；儿子

杨铭茗，2016年浙江警察学院毕业后，加

入鹤溪派出所。

“老杨已经快退休了，我们本没有考

虑他去一线，可他坚持说，他处置突发情

况的经验丰富，又是一名党员，必须冲在

前头。”鹤溪派出所教导员张忠华回忆当

日开所务会的场景时说。

大年初一，正巧是老杨和儿子值班。

就在准备回家吃晚饭前，父子俩接到了一

个紧急任务：拦截、劝导从高风险地区自

驾回来的当事人，进行检查并隔离。傍晚

5点，父子俩顺利拦下了当事人，可劝导工

作，足足在零下的冷风中进行了近2小时。

那天之后，这一家人依旧忙碌在一

线。老杨和阿翠就一直在社区忙碌着，而

儿子杨铭茗则留守在所里值班，不仅要及

时处置各种警情，还要一一核对各种可疑

情况。

“有无从外地归来的人员？家里人体

温是否都正常？这些天这些问题都不知

道从嘴里说了几遍，只要一看到社区人员

张口就来了。”张阿翠感慨。

杨铭茗一家子的付出和坚持，既是一

线公安人的缩影，更是诠释一线公安人作

出的庄严承诺，疫情不结束，警察不退缩！

茶田里活跃义警身影
警营中传出琅琅书声

“雨水”时节过，步步春风近。在疫情

防控不断取得阶段新进展的同时，复工复

产和学生上课的难题，摆在了这群“大山

守护者”面前。

在浙江公安创“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的热潮下，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

层治理工作方法，早已深入人心，并由此

构筑起一条坚固的人民防线。在景宁，就

催生出了“千峡义警”这一支不平凡的队

伍。

“没什么累的，这点活算不了什么，能

在有需要的时候协助公安民警做点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骄傲。”46岁的九龙

乡高岩下电站职工叶义忠，对过去一个多

月的防疫工作轻描淡写地说道。

4月中旬，叶义忠从战“疫”一线，又投

入到帮助茶农的队伍里，和其他义警们，

化身成为地地道道的采茶工。受疫情的

影响，茶农们采茶的时间耽误了不少，并

且招工成为茶农的一大难题，得知情况

后，千峡义警们就纷纷报名帮助辖区茶农

采摘茶叶，协助农民春耕复种，尽可能地

减少农户损失。

复工复产之外，读书也成了困难。每

当夜幕降临，从英川派出所的食堂向外望

去，昏暗的灯光总能倒影出一个伏案学习

的身影。日复一日的“隔窗相望”，英川派

出所所长潘斌被这个好学的孩子吸引，决

定上门看看。

次日，潘斌来到孩子家中，迎面碰上了

孩子奶奶。交谈中得知，孩子叫吴哲（化

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跟亲戚借了一

台智能手机，让孩子上网课。可潘斌发现，

屋内不仅光线昏暗，手机信号也不好，导致

孩子课后需要用更多时间消化知识。

“所里有无线网络，我们是否可以腾

出一个房间来，给孩子上网课用？”一番精

心准备后，明亮的“教室”和宽敞的书桌呈

现在眼前。通过走访，辖区大部分留守儿

童，都来了派出所学习。民警还定期利用

午休时间，对孩子的功课进行指导。

民警悉心护送小候鸟往返“课堂”的

一幕，每日都在幽静的小巷里上演。繁星

满天之际，时不时能听到派出所里传出琅

琅书声。从3月初相处至今，民警不仅成

为孩子们的老师，更成了他们的依靠……

景宁公安：

大山里的四百小时坚守换来畲乡平安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梅婷

“小丁，我带了

午饭，你赶紧休息一

下把饭吃了。”这暖

心的一幕，发生在全

力战“疫”中的丽水

景宁鹤溪派出所，所

里的“老大姐”吴娟

珠在结束早上半天

的防疫工作回家后，

最快速度做好了饭

菜，给已经连续战斗

近30小时的副所长

丁飞虎送饭。

自疫情爆发以

来，景宁县公安局

244名民警，都和丁

飞虎一样，始终战斗

在抗“疫”一线，疏导

群众、社区摸排、走

访询问、设卡排查、

疫情防控宣传……

星光不问赶路

人，这些普通的人民

警察，用自己的正能

量，鼓舞着身边所有

的人。用这一身藏

蓝装为畲乡千家万

户，筑起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