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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海拔4200米，头顶是深邃蓝天，脚下是无垠牧

场。这方净土，青海省达日县公安局满掌派出所所

长阿旺丹德守护了8年。

“有困难就找‘哈达义警’！”

“这是人民组成的队伍，有啥话来不及跟民警说

的，就告诉他们，一定能帮你解决。”

“哈达义警”是阿旺丹德所在的派出所组建的群

防群治队伍。他们由当地党员组成，活跃在大山深

处，守护着民族团结。在阿旺丹德创建的“糌粑矛盾

调解室”，人们“吃着糌粑调出一团和气”，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源头，处置在萌芽状态。

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人员信息采集表、矛盾纠

纷排查表、警民联系卡……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公

安局裕河派出所民警刘汉朝的背包格外沉。

修电路、找家禽，扛柴火、修玩具……辖区百姓都

说“小刘是个大忙人”。从警7年，他行走乡间，背包入

户，累计开展办证、送证上门服务1200余次。“警务包”

成了服务群众的“百宝箱”，承载着民意，赢得了人心。

46岁的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五源河派

出所所长乔晋军，被辖区群众亲切地称作老乔。在

他加入的264个社区微信群里，群众有任何疑问都

可以随时“@老乔”。他们知道，会得到细致、全面、

耐心的回应。

“拉近与群众的关系，首先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老乔说。

在山西省武乡县公安局分水岭这片红色土地

上，安二宝已经坚守了14年。深山里寻找走失的老

人和儿童、排除爆炸物品……苦累脏险的活儿，他冲

在前头。身为分水岭派出所副所长，即便没有出勤

任务，他每天都要到村里和乡亲们唠家常，一村一村

地入，一户一户地访，一家一家地走，一个一个地聊。

左腿在一次缉枪行动中受伤被高位截肢，江苏省

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郭猛派出所民警孙益海独腿

行走乡间26载，行程2万多公里，打造365天“永不打

烊”的户籍大厅，为群众办理户籍5万余人次……

敢拼善战

广袤的乌拉山脉包头段，绿草如茵，牛羊散布其

间，悠然自得。因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一度盗采

猖獗，山体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5年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安局九原区分局

阿嘎如泰派出所所长马春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

切。巡山守山，他用烂了数十双劳保手套、十几双登

山鞋，更换了12条轮胎和1辆警用越野车；先后封堵

了197个盗采矿点，查处非法盗采案件13起。

当过兵、扛过枪，种过地、扛过犁，干过保安，曾

芝强是全国铁路保安员入警第一人。这名南昌铁路

公安局厦门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始终战斗在维护

站区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在实战中练就了一

双“火眼金睛”……18年来，他累计查破各类刑事案

件200余起，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10人，抓获犯罪嫌

疑人3000人。

时春霞是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

动训练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全国首支女子铁骑队

队长。从不识油门、离合，到携带10公斤装备、娴熟

驾驭大功率摩托车；从在办公室写材料，到顶风冒雨

巡逻执勤逾8万公里；从台风天为群众开通“安全通

道”，到烈日下妥善处置车辆自燃警情……从警13

年，经受住种种磨炼和考验，她成了守卫城市交通的

“钢铁霞”。

17年来，上万张画像的磨砺、上千起案件的锤

炼，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朱允宏用画

笔擘画着“警察梦”。从“学院派”到“实战派”、从“画

得好”到“画得像”、从“模拟画像”到“现场重建”，他

破获刑事案件1000余起，被誉为画影追凶的“神笔

警探”。

作为警犬技术领域的“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

模范”，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教导员

李江说，功勋章上，有警犬的一半。警犬之于他，如

作家的笔、战士的枪。25年来，李江携警犬执行出勘

刑事案件、搜索救援、安检搜爆、毒品查缉、巡逻防控

等各类任务730余次。他训练的3头工作犬被公安

部评为“功勋犬”。

在高手如云的全国经侦“论剑”大比武赛场上，

来自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朱明，演

示着自己领衔研发的数据研判模型，最终获得“特殊

贡献奖”。从警10余年来，为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他始终奋战在打防经济犯罪最前线，近3年来破获各

类经济案件50余起，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损失10

亿余元。

其行也远，其路也艰。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

化，人民警察也不断增强本领，迎接新的挑战。

信仰永恒

生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长在红色抗联老

区后安镇，辽宁省抚顺县公安局后安派出所所长张

宇航15年扎根农村一线，成立“三块石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带着民警、辅警学雷锋。疫情紧张时，他吃

住在所，连续奋战，对辖区常住居民逐一走访，做到

返乡人员登记零误差、零感染。

“急人所急、帮人所难、解人所困”“群众再小的

事也是大事”，张宇航把对人民群众朴素深厚的感情

化作“及时雨”，滋养着人心。

戍边13载，王微的脸颊被强烈的紫外线炙烤出

点点高原红，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些。他是西藏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山南边境管理支队玉麦边境派出所

政治教导员。十余年如一日，他把最好的青春年华

挥洒在雅砻江畔。在中印边境的加玉边境派出所，

村民洛桑旦增说：“村里每家每户都存了他的手机号

码，只要遇到困难，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2021年6月来到玉麦后，王微说，要像玉麦的树

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繁华虽远，信仰永恒。同样扎根大山的，还有广

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分局猫儿

山派出所民警杨伯伦。

与山为伴的漫长岁月中，他错过了很多人生的

重要时刻：父母临终前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家长会和

毕业典礼、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他也收获了很

多：2015年全区优秀人民警察、2022年广西公安榜

样……荣誉背后，是一个人用一辈子守护一座山的

信仰。

有的人，为了守住这份信仰，付出了生命。

50岁生日那天，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区分

局直属大队原大队长常武在办公室录了段庆生视

频，发给妻子。如今，一点开这段视频，妻子的眼泪

就止不住。

2022年3月11日，单位的荣誉室里，常武的模

范民警铭牌底色由蓝换黑。那之前3天的凌晨时

分，他因连续加班劳累突发疾病去世，生命定格在

51岁。

去年12月从茅箭区分局调到张湾区分局后，常

武时常泡在合成作战中心分析研判情报信息。翻阅

他的战果，同事们很是佩服，80余名涉案嫌疑人每人

一个文件夹，编号、地点和研判报告清晰明了。

英雄身去，精神永续。

《新华每日电讯》强晓玲

近日，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方家岙村“小橘灯”共富工

坊里笑声阵阵。阿婆们忙着将一盆盆洗净的菜花、萝卜等

蔬菜分类削皮、切块，再分装到相应的容器中进行腌制。

“我们年龄超过60岁，在外面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现在几分钟就能到这里上班，多好呀。”忙着切菜的李阿婆

说，“一天能拿到120多元，知足了。”

阿婆们“上班”的地方是村里的“工坊”。在台州市黄岩

区的西部山区，这样的“工坊”有77家，它们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小橘灯”共富工坊。近年来，为了推动城乡融合

共富发展，黄岩区通过村企共建，在“田间地头”建设“小橘

灯”共富工坊，让留守老人、低收入人群实现“家门口就业”。

一直在车间装箱打包的石爱梅，因为照顾多病的婆

婆，50岁的她一直没能外出务工。如今在工坊工作不必

远离家庭，石爱梅觉得“蛮好，可以照顾婆婆”。

在宁溪镇上桧村“小橘灯”共富工坊的生产线上，冯荷

花老人拿起一支小弹簧插进水瓶盖的绿色卡子里，装好

后，放进旁边的红色塑料篮。“都是邻里邻居，大家聊聊天，

说说话，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冯荷花老人告诉记者。

2021年6月，上桧村引进了希乐公司的杯盖组装生产

线。工坊里大多都是像冯荷花一样的留守老人。

冯荷花笑着说道，“中午有地方吃饭，回家休息一下，

下午再来上班，现在的日子太好了。”

老人家说的“吃饭的地方”是工坊旁边“小橘灯”延展

项目“橘光乡村服务中心”一层的“公共厨房”。通过共富

工坊，村集体实现增收，可以反哺村民。工坊“红色管家”

杨林说，“一餐几块钱，对村民来说蛮实惠。”

如今，在黄岩，“小橘灯”已然家喻户晓，连接起城乡、

企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

夕阳西下，黄岩西部的小村庄里，共富工坊上那醒目

的“小橘灯”，照耀着村民们开心忙碌的身影，和着一车车

装箱打包的物资，满载着希望向村外驶去。

在台州添运工艺品有限公司“小橘灯”共富工坊内，工人正在

手工彩绘装饰品

黄岩区头陀镇新下岙村“小橘灯”共富工坊内，村民正在分

拣、打包茭白

黄岩区宁溪镇明一慧水“小橘灯”共富工坊内，员工打包刚生

产出来的山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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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橘灯”共富工坊里的笑声

新华社 任沁沁 熊丰

烈日下、寒风中，迎晨曦、披星月。最美基

层民警，在凡常的奔波里书写不凡，在漫长的

岁月间守望初心。

他们积极投身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促发展，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最美基层民警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