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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昌清

21岁从警，27岁被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评为

公安勤务指挥工作省级专家，32岁被省厅抽调与

其他两位同行组队参加全国公安情报指挥部门突

发案事件应急指挥处置比武演练并荣获一等奖，他

就是丽水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民警高翔。

拿下“一等奖”

今年9月23日至25日，全国公安情报指挥部门突发

案事件应急指挥处置比武演练活动在杭州举行，全国32

支代表队128名选手参赛。

全省5名情报指挥战线民警与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

心参赛人员组队，高翔成功入选参赛组。本次比武演练是

“110”成立34年以来，全国公安情报指挥部门首次举行针

对突发案事件应急指挥处置这一特殊场景的全国性比武

演练。比赛期间，高翔稳定发挥，与队员合力拿下了全国

一等奖。

比武考验的是综合能力，一等奖背后其实是高翔日日

夜夜学习、思考、实战的磨练。

自2009年起，高翔就在情报指挥中心工作，成功处置

数十起突发重大案事件，多次获得嘉奖令。2015年、2019

年，他两度被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评为公安勤务指挥工

作省级专家。

抢夺“黄金时间”

“情指联勤中心的工作往往是在与时间赛跑，如何用

科技换时间，如何提高处警效率，如何以最合理的模式调

用警力，我总是在思考、学习、运用，力求精益求精。”在丽

水公安情指行一体化建设上，高翔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建设现代化“融合指挥平台”，构建新型指挥、行动模式。

这一建议得到了丽水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目前，

丽水已完成多媒体报警模块全省试点工作，并协助完成浙

江公安移动接处警APP调试工作，全市公安PDT对讲定

位已全面投入使用，丽水定制的融合指挥系统建设正陆续

上线，不断提升丽水公安的接处警效率。

5月5日21时47分，丽水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110

报警服务台接群众报警称，莲都区三岩寺路丽阳街北口树

华小炒旁有三四个人持械打架。高翔根据报警的情况，按

照“梯次接警、梯次调警”模式，一边要求接警员回拨电话

继续问明情况，迅速在一分钟内分批指令莲都巡防中心、

白云派出所、万象派出所等警力前往处置，通知120救护

车前往救助，并根据周边视频监控的道路交通拥堵情况，

通过对讲机对相关警力进行实时路线指引，实时跟踪处置

情况。通过一系列精准指挥，该警情在5分钟内得以成功

处置。

“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特别是前面15分钟案事件处置

的‘黄金时间’，及时联系、落实到每一个部门与岗位上的

人员，把损失降到最低。”高翔说。

还是个“多面手”

“我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勤务指挥工作上最懂综合、

综合协调工作上最懂技术、技术保障岗位上最懂指挥的

人。”高翔笑着说。

从警11年，高翔在勤务指挥上、综合协调上、系统建

设岗位上经历了不少磨练，不光成为指挥“枪杆子”的公安

勤务指挥工作专家，还成为丽水公安情指战线上的“笔杆

子”“架构师”。他通过日复一日的接警调度总结经验并参

阅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先后参与了浙江公安110接处警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试点工作、编写《浙江公安110接处警

系统信息录入规范》《浙江公安110多媒体接处警工作规

范（试行）》等，还在今年浙江公安110接处警系统升级改

造项目多媒体报警试点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与本地高等

院校合作组建志愿者外语接警服务队，远程解决外语接警

难、适用语种少的问题。

“外语接警难，我深有体会，每次110报警台接到外语

报警，接警员和值班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找我。但是除

了英语之外我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想着联系高校来解决

多外语语种接警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高翔提

出的点子得到了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通过与丽

水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沟通落实，推动此项工作

尽快落地。

通讯员 陈昌晓

“虫鸣林愈静，皓首膝下迎，两望悠悠绿，不敢

一人行”，讲的便是苍南县矾山镇昌禅社区。昌禅

社区共有700余户，常住人口仅1000余人，且多为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可有个男人，他把自己的事

业扎根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他就是昌禅的社区

民警钟光森。

昌禅处浙闽两省交界，辖区有少数民族村，由

于地处山间，常有不法之徒利用地形在此进行赌博

活动。为有效遏制山头赌博行为，钟光森把担子挑

了起来。他深入走访农间田野、羊肠小道、隐蔽洞

穴进行调查，对接镇党委政府和村居两委，建立村

巡防队，加强巡查，山头赌博现象得到了有效遏

制。为打击盗抢骗犯罪行为，钟光森带队巡防边

界，排摸小道，在重要路口安装监控设备，如今，处

在山沟沟里的昌禅社区已被“雪亮工程”覆盖。为

加强村民防火防盗防诈骗意识，钟光森组织村居干

部、老党员、志愿者组成平安宣传队，挨家挨户宣

传、每月定期宣传，入户讲解防火防盗防诈骗相关

内容。智慧警务加上“汗水警务”，昌禅的平安和谐

有了保障。

2019年8月的一天，钟光森如往常一般到村里

和村民闲谈，老李突然说起：“森哥，村里有个小孩

父母早亡，前两天奶奶也去世了，没了亲人。村里

想给这个孩子办五保，但发现他没有户口，而且他

快到读书的年纪了。”了解详细情况后，钟光森决定

特事特办，为了收集申报材料，他前后往返福建福

鼎、漳州和苍南多次，为了抓紧时间，他常常深夜找

审批中心，最终让这个孩子赶上了上学报名的“末

班车”。

“森哥，我们抓了个小姑娘，快过来下吧。”钟光

森到现场发现，小女孩才13岁，在村里小卖部拿了

1支笔、2本本子、1块橡皮和1个束发绳。被老板抓

到后，女孩吓得瑟瑟发抖。“钱我先赔给你，人我先

带走，看能不能联系上家属。”钟光森掏出腰包，代

为赔偿了老板。

“能不告诉我奶奶吗？”上车后，安静的小女孩

突然说道。原来，小女孩从小跟年迈奶奶生活，奶

奶是环卫工人，女孩不舍得花奶奶的钱，就想到了

偷偷去店铺拿东西，想以后赚钱了再还上。那次，

钟光森虽然严肃批评教育了孩子，但他心底生出了

一丝心疼，他说：“孩子很纯真善良。看着村里这些

留守儿童，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从此，他也更加

留意对留守儿童的帮扶。

钟光森曾是个军人，退伍后到矾山镇派出所工

作后已有20个年头。时光在他脸上刻了一道又一

道皱纹，添了一缕又一缕的白发，当年意气奋发的

小钟变成了成熟稳重的老钟。但是老钟不老，他浑

身是劲，眼里始终有锐利的光芒。

小学门口的“开门哥”，
一个动作连续做了5年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许璐

弯腰、开门、护头、接书包……连续5年多，在杭州临平

第五小学门口，每天都会有一位个头高高、晒得黑黑的大哥

重复做这一系列动作。他在孩子和家长的心里，是像《超能

陆战队》里“大白”一样温暖地存在——每当家长的车停在

斑马线前的停止区，他就会及时上前打开车门，护送孩子下

车，等集齐一批孩子后，再带着大家穿马路。

这位“开门哥”1.83米的个头，200多斤，平时，家长和

孩子都亲切地喊他“胖叔叔”。最近，有不少家长提议要感

谢一下这位“胖叔叔”，还将锦旗送到了余杭交警大队。

原来，“胖叔叔”名叫谢立奇，31岁，是杭州交警余杭大

队的一名辅警。

护送孩子上学这件事，要从他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说

起。5年前，谢立奇被安排到临平五小的安全护卫岗工作，

当时，临平五小（双林校区）在星光街南侧，而家长的车一般

停在北侧，孩子们进校前须穿过一条六车道的马路。

“那段斑马线比较长，还没有红绿灯，星光街三号桥这

一段又是主干道，早晨车流量挺大的。”谢立奇说，“一开始，

有的家长开车送孩子，会让我帮忙开个门，久而久之我就自

觉有了默契，家长也不用说了。”每当孩子们举着小手跟他

打招呼时，他都特别开心。

让谢立奇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工作时碰到的一个小姑

娘。“是个一二年级的女孩，小小的个子，每次都会对我站

停、敬礼，说‘叔叔早上好’，到放学，她又会主动打招呼。”一

开始，谢立奇还有些“尴尬”，后来慢慢熟悉了，他也开始自

如地打起招呼来。

2018年夏，临平五小搬到了振兴东路上，尽管校门口

的马路变成了双车道，但谢立奇护卫孩子过马路的习惯没

有改变。

“到了新校区，家长车子都集中停在学校门口。但小孩

子开门力气小，我还是习惯帮着开门，这样孩子下来能快一

点，汽车停留时间也能短一点，我也顺便帮忙看看有没有电

动车过来。”谢立奇说。

如今，谢立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越来越理解为人

父母心，“这

事儿越做越

有意义，能

让孩子们安

全上学、家

长放心，就

是我最大的

成就感。”

冲吧，
少年！

10月14日，浙江省青

少年电动冲浪板锦标赛在

武义县熟溪人工湖举行。

参赛小选手年龄最小的 6

岁，最大的15岁。

张建成 李云升 摄

在110接警和突发案事件处置上
32岁的他是当之无愧的“省级专家”

老钟不老，眼中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