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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孟翎云

在很多警察题材的电视剧中，经常可

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或调查走访中、或研讨

案情时，民警都会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

他们究竟在记什么？

一周前，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四季

青派出所社区民警何文君写完了他的第六

本工作笔记。从警后，他每年都要满满当

当地写上一本。几天前，记者在派出所认

真翻阅了这些笔记本，找到了民警藏在字

里行间的故事。

何文君身材魁梧挺拔，说起自己的故

事却有些腼腆。之所以有记笔记的习惯，

是因为他转业前是一名飞行员，每次执行

完飞行任务都要写飞行日志，于是把这个

习惯带到了公安岗位上，一记就是6年。

何文君的笔记本大概半张A4纸大小，

每本300多页，淡黄色封面，上面写着当年

年份。翻开本子，里面的字迹工整又好看。

“2019年7月15日上午，对辖区警情

高发场所、单位进行走访。”

“下午，处理罗×等人的纠纷。”

……

翻看何文君的笔记本，像是在体验一

场“穿越”，跟着一行行文字，能清晰看到何

文君 6 年来每一天的所做所想。在近

2000篇笔记中，记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现

象，每篇日记的开头无一例外都是辖区前

一天的“警情数”。

何文君说，他发现了一个有些“玄乎”

的规律——这些年来，辖区每天的警情数

都差不多，大概40起到50起。如果前一

天警情数特别多，那么当天的警情数可能

会少一些；如果前一天的少了，那么当天则

可能会多一些。“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当天

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翻阅这6本笔记本，记者发现，何文君

的笔记越写越长，每一页的字也越来越

密。刚开始，何文君只是简单记录当天的

工作安排、会议纪要、案情简介等。后来，

他写下了每一起案件的办案心得，其中有

自我批评，也有自我表扬。

比如，辖区一家门店装修完毕准备营

业时，被业主发现是一家宠物殡葬店。虽

然经营户有合法手续，但业主们集体反对，

不让营业。为了这事，何文君和同事们前

前后后跑了 3个多月，事情最终圆满解

决。但何文君对自己不太满意，他在笔记

中这样写到：“我没有做好对经营户、业主

的解释工作，跟各部门的沟通也没到位，导

致前期开的两次联调会都以失败告终，这

种事以后不能操之过急！”

再比如，在一起夫妻情感纠纷案件中，

男方因手持剪刀吓唬女方最终被拘留。男

方被释放后，何文君特意多次上门调解，解

开了双方的心结。“本来男方被拘留后，这

个案件其实就结束办理了。但在我看来，

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治标不治本。”何文

君说，调解过后，双方再也没有因闹矛盾报

过警。他把自己的做法写在了笔记上当心

得，并在旁边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大拇指。

何文君很喜欢翻看这些案件处理心

得。他说这就跟当年翻看飞行日志一样，

回头复盘动作要领、飞行路线，不知不觉，

技术就一点点提高了。

何文君的笔记记得很细，即便是休息

日，他也要单独空出一页，写上“休息”两

字。“之前翻看笔记时，发现某天没有记，也

不知道是漏了还是在休息，所以后来干脆

都写上。”何文君说。

跟辖区的老百姓熟络后，他的笔记本

里多了很多有效情报线索，这些都是社区

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保安、居民反映

过来的。比如，小区里有人散发涉诈小广

告，何文君和同事们把人抓了，并处以相应

处罚；小区里有电瓶车失窃，何文君和同事

们查看监控，把偷车贼和车都找到了……

何文君还会在笔记里做算术题，算一

算辖区里的各类警情数和人口数增减、不

同案件的占比等情况，“这样就能做到心中

有数，方便手里有招。”

今年元旦刚过，何文君的笔记本又换

了。他买了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比A4

纸还大，每天记录的内容还是能写满整整

一页。不同的是，今年他还用了不同颜色

的记号笔来记录不同内容，“方便查找”。

在新一年开篇中，何文君史无前例地

没有用“警情数”开头，而是写下了这样一

句话——“坚守的每一个点滴都有星辰见

证，2025年加油！”

翻看这6本笔记本，何文君这6年的工

作内容似乎没有太大变化，警情还是那些警

情，辖区也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何文君

说，这就是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平

淡”日常，“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老

百姓能安安稳稳过好日子，比啥都重要。”

但记者却在这些细细密密的记录中，

看见社区民警在基层一线忙碌的身影，看

见他们守望平安和谐的姿态，而这，正是他

们真实的模样。

社区民警的六本工作笔记里记了些啥？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周国宏

本报讯“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

见证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刻……”1月9日

下午，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内气氛热烈，“法姐姐”守望工作站在这

里正式挂牌启动。

该工作站由望江街道与浙法传媒集团

联合打造，是一个专注于为社区居民提供

全方位法律服务的平台。“守望”一词，既蕴

含“守护望江”之意，又体现面向社区百姓、

彼此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景。

“法姐姐”公益服务队是以浙法传媒

集团的媒体人为核心、整合全省政法资

源组成的公益团队，目前已在“志愿浙

江”平台正式注册成立。团队面向青少

年、特殊人群等，打造了“益童成长”“益

心关爱”等若干个子项目，面向服务对象

提供情绪疏导、心理抚慰、行为矫治、普

法宣传、矛盾化解等多方面的服务。自

2023年成立以来，已先后开展30余场公

益活动。

“作为‘法姐姐’公益服务队落地的首

个街道，我们要打造出具有望江特色的公

益普法品牌。”活动现场，望江街道党工委

委员、人武部部长赵磊表示，未来，双方将

针对辖区学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不同群

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普法活动，为社区注入

法治力量，在全街道营造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

揭牌仪式上，6名来自望江街道各个

社区的优秀调解员以及辖区律师代表，也

加入了“法姐姐”公益服务队，并且佩戴上

了团队徽章。

“作为一名律师，日常也会参加一些公

益活动。今天能够成为‘法姐姐’公益服务

队的一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是我的荣幸。”浙江问合律师

事务所律师刘子旋表示。

活动还特别邀请到全国模范法官、浙

江省十佳调解能手朱学军法官进行授课。

朱学军深入剖析实际案例，并分享了调解

工作的策略与技巧。

据介绍，2025年的每个月，“法姐姐”

守望工作站将在望江街道各个社区、学校、

两新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普法活动。

暖心法力量“落户”杭州望江

“法姐姐”守望工作站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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