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图一）惠民县公安局刑侦三中队民
警袁海滨朋友圈里的一张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时，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有人问，怎么跑到看守所门口睡觉来

了？有人说，准是要探监的亲属。有人猜，难
道是刚“放出来”的......

事实上，这张照片拍摄于10月10日上午
11时左右，照片的主人公是惠民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辅警赵建永。当时，他与战友们已经
奋战2天2夜，48小时里没能合上眼睡一觉，
成功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在将他所负责
的嫌疑人送进监所后，本想坐在大门口等着
还在办手续的同事，一坐竟睡着了。随后出
来的战友用手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10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惠民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发现大家你一
言我一句中，有一个字一直蕴涵其中：家。大家
把刑警队当家，把刑侦工作当做家里的事业去
做。赵建永坐着睡着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无
数张感人至深的照片，它们共同诠释了什么叫

“爱岗敬业”，什么叫“以刑警队为家”。
惠民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崔树生说，

刑侦大队是惠民县公安局的一面旗帜。

这是一幅“不达目的不罢休”
的照片：

刚刚过去的“十一”“中秋”假期，赵建永
所在的刑侦大队三中队几乎一天也没闲着。

10月1日—2日，破获一起组织卖淫案。
3日-4日，侦办一起故意伤害案。5日，破获
一起盗窃案件……

或许有人说，刑警的工作不就是抓人吗，
这不简单？但与影视剧里演的快意恩仇、千
里追击不一样的是，现实中，刑警们并没有那
么神速，研判案情、锁定嫌疑人有时候几千条
信息中或许只有一条是有用的，要筛选出来，
可以说是“大海捞针”。抓获嫌疑人后，还有
更漫长、繁琐的固定证据、做笔录工作，这项
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有时候一录就是
一宿。

10月8日早晨，三中队接到警情：姜楼镇
某村居内一女子可能吸毒，民警谷训军和袁
海滨带领几名队员很快将嫌疑人带回。经审
讯，民警又获得几条线索。9日、10日，民警
先后又抓获了 5 名吸毒人员，并锁定了案件
主要嫌疑人涉嫌贩毒，现在滨州。由于掌握
的信息有限，接下来的 48 个小时里，队员们
在雨中先后多次往返滨州与姜楼镇，并连续
两天夜里在车里蹲守。因为他们深知，这些
人一天不抓获，对社会、对群众就是一种极大
安全隐患，如果涉及毒驾等衍生犯罪，后果更
不堪设想。

深秋的雨夜里，车子不敢开空调，怕打草
惊蛇。车上没水没饭，但他们全神贯注盯着
窗外，忘记了午饭、晚饭、早饭…

“苍天不负有心人”。10月10日早上8点
多，嫌疑人终于从其居住的小区露面，队员们
集体冲上去。那一刻，一切都值了。

这是一幅“为了正义可以舍弃
生命”的照片：

刑警是可以把命交付给战友的一帮人，
也是可以为了破案、抓获嫌疑人可以不要命
的一帮人。

几年前，惠民县城多个居民小区连续发
生多起砸车玻璃盗窃案件。案发后，惠民县
公安局立即成立攻坚组，进行专案侦破和严
密布控，安排民警在路面、小区、停车场等车
辆聚集区域进行日夜不间断巡逻，并最终锁
定了嫌疑车辆。

抓捕过程中，谷训军利用嫌疑车被逼停
的 10 多秒时间，勇敢地冲进嫌疑车辆，紧紧
勒住驾驶人颈部，车内的另外两名嫌疑人一
边对谷训军进行殴打，一边用刀具进行威
逼。谷训军为拖延时间，奋不顾身与两名嫌
疑人进行殊死搏斗，在躲避匕首的一刹那，被
疯狂的嫌疑人从高速行驶的车上强行推到车
外，硬生生摔在了柏油路面上，不断在地面上
翻滚摩擦，背部、胳膊、腰部瞬时血肉模糊。
但谷训军却为队友们成功抓捕抢得了时间。

受伤的谷训军被送到医院，没有敢和家里人
说，住院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对妻子慌称出差
在外抓捕逃犯，妻子叮嘱他在外注意安全，没
有半点怀疑。出院回家的那一刻，妻子哭了，
泪水里有怨恨，有理解，更多的是心疼！

还有二中队民警、“全国最美警察”刘洪
山。他在抓获电动车系列盗窃案件嫌疑人过
程中，面对负隅顽抗的歹徒，不顾个人安危，在
被连刺三刀的情形下，死死摁住歹徒，最终与
战友们成功将歹徒抓获归案，一举侦破了在惠
民当地颇具影响的系列电动车盗窃案件。

这是一幅“把刑侦工作当成事
业干”的照片：

赵建永生于 1992 年，是家中独子，父母
都是农民。虽是名辅警，但他对工作与民警
一样热爱而执着。同样的劳动强度，在工厂
里可能一个月挣四五千元，但我更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能学做人做事，这里有家的感觉”。
大队教导员吴俊林是位“安静的男子”。

同事们评价他：爱看书，爱琢磨，不多说话，但
每一句话都能有独到的见解，工作上认真踏
实，从不轻易放弃。

而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原本是某学校的
一名副校长。1995年进入公安队伍后，凭借
着对工作的热爱，一门心思研究专业，侦破了
一个个大案要案，逐步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成长为全市、全省的行家里手和劳动模范。

刑侦大队的当家人李彦军从警30多年，

担任大队长也有11年。一直以来，他都致力
于为大家打造第二个”家“。食堂全年无休，
不管办案回来多晚都有热腾腾的饭；坚持开
展”周一夜学“，学业务、学做事、学做人，让每
个人都在团队中找到一种成就感；工作靠在
一线，十多年来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

这是一幅“一切为了‘大家'好”
的照片：

惠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正式民警31人，
辅警18人。从大队长李彦军到一般辅警，大
家都把大队当作家来看待、维护和爱护。

“办公楼里坏了什么东西，从监控到打印
机，我们基本不需要外面请人，自己人就能
办。”说起这事，李彦军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辅警孙远旭自己从网上学会了修电脑和
打印机，自觉担负起了大队 100 多台电脑和
打印机的维护工作。原本换一次打印机墨盒
外面请人来 60 元/次，孙远旭从网上买墨盒
后，只需要几元钱，光这一项一年就能为大队
省万余多元的经费。

刑侦大队人少案件多，加班加点是常态，
虽然细分为 8 个单位，但是一遇到案子经常
是一家人一起上。只要看到办公室的灯亮
着，大家都自觉来加班，看人的看人，问材料
的问材料、盯守的盯守。如果哪一份工作没
有参与，哪个加班没有加上，心里会有一种内
疚感。

食堂师傅陈学伦今年60多岁，在刑侦大

队的食堂已经干了10年，队上的人见了面都
叫他“伯伯”。这不但是因为他年龄大，更是
因为他对队员们的爱护。

“这帮孩子的工作我知道，不容易，没个
准点。午饭吃到傍晚，晚饭拖到夜里 12 点，
那是经常的事。”陈学伦说，最多的一次，一天
三顿饭，我做了12次，馒头不够了，我就下面
条。还有一次，十几个人刚坐下，就接到报警
电话，全走了，没有一个吃饱的。

了解了这些，陈学伦大部分时间就住在
大队院里。每天晚上，只要看到办公楼里亮
着灯，他就把电话打过去：吃饭了吗，想吃点
啥告诉我，我准备着。

每个人都为这个“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每个人都真心想着这个“家”，以家为荣，以
家为耀。在大家的精心浇灌下，这个“家”根
繁叶茂：

201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基层所队”；
2013年被评为“全省执法示范单位”；
2014 年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单

位”；
2015年大队技术室被评为“全国百家示

范实验室”；
2016年荣立集体二等功。
命案连续十一年全破，“侦技一体化”工

作模式全国推广，涌现出“全国最美警察”刘
洪山、“全省劳动模范”吴俊林等一大批先进
人物……

一组感人的照片，一个“家”的故事
走进惠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锦程 新建 庆山

人们常说，公安机关是平安建设的主力军。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强化公安工作的有力抓手，着力做强基层、夯实基础，努力打造平安滨州升级版。
宏观的工作要求下，是每一个个体的具体付出。全市广大公安民警和辅警，肩上担的全市人民群众的安危。他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把责任扛在肩上，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尽职

尽责，为一方平安竭尽所能。
今天，我们策划了这两组特别报道，选取两个基层集体，聚焦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点滴，深刻反映滨州公安人今年以来的工作作风转变，并向24小时守护380万人安宁的全市2800名公安民警和广大辅警致敬！

彭李派出所“木兰警队”：

8名女警扎根社区织就美丽“警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刘书凯

豫剧《花木兰》里有一段：“刘大哥讲的话
理太偏......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说的
是巾帼英雄花木兰在战场上和男儿一样奋勇
杀敌、报效国家。

在滨城公安分局彭李派出所也有8位女
社区民警。她们是张宏燕、李晓娜、刘雅婷、
李硕、刘建霞、孙娟、刘梦晨、张金铭。虽然平
均年龄只有 26 岁，最小的只有 23 岁、参加工
作还不到一年，却和男同事一样，在本职岗位
上以细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执着、顽强的工
作韧劲，把社区警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为
我市公安基层基础三年攻坚战一个优秀案
例。因而，同事们称她们为“木兰警队”。

经验与创新同行，半年多一
点，8位民警就能全部独立办案

今年2月份，彭李派出所借助全市公安基
层基础三年攻坚战东风，在全市率先实现了
社区民警专职化，8位社区民警组建起了“木
兰警队”。

队长是具有15年工作经验的“老社区”民
警张宏燕。在8个人当中，她既是老大姐，也
是“领头雁”，不但负责总体工作，还与刘梦晨
共同负责安民社区工作。

2002参加工作以来，张宏燕从“110”接处
警开始，学会和当事人打交道，学会和犯罪嫌
疑人斗智斗勇，将女民警的性别劣势变成了
性别优势。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居民不愿意让警察
进门。“我们家要是来了警察，街坊邻居会以

为我们家有什么事。”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她
从学着“串门”开始，一步步解开辖区居民的
心理疙瘩，做到了“进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
家事、解百家忧”。

她善于根据社区特点开展创新性工作。在
入户盗窃多发小区安装“防爬刺”；为需要关注
和帮助特殊、困难群众开起了“爱心警务超市”，
集中管理和存放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衣服、书籍
等物品；结合大学生实际，成立了志愿服务团。

在她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成立半年多的
时间，全部实现能够独立办案。成立以来，行
政拘留6人，行政处罚单位10家，当场处罚42
起，“九小场所”责令整改1955家，其中办理各
类消防案件47起，行政罚款单位47家。根据
夏季开学电信诈骗高发的情况，进行以高校
为主的校园电信诈骗防范宣传，相关案件
2017年9月比2016年9月同比下降88%。

干社区警务工作，得讲求耐
心、细致

社区警务工作事无巨细：流动人口管理、
信息采集、场所管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每
一项工作看起来不大，但又关系重大。作为
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警务工
作的重要性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张金铭是这支“木兰警队”中入警时间最
短的，也是年龄最小的，但她负责的学苑社区
警务工作却一点也不轻松。学苑社区内有26
个小区，常住人口23000余人，流动人口3000

多人，高校2所。万达广场既是该社区的大型
商场，也是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在工作中，张金铭发挥她耐心、细致的性
格特点，定期走访娱乐场所、商户、流动人口、
租住房屋，了解流动人口的信息，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保证了基础信息的及时、“鲜活”。

今年“十一”前夕，上级公安机关来派出
所协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张金铭很快就在她
前几日登记更新的流动人口信息找里到了线
索，配合市局、分局有关部门成功抓获两名网
上逃犯。

解决问题就得发挥女人“婆
婆妈妈”的优势，不达目的不罢休

李晓娜是“木兰警队”的“海拔担当”，文静
的外表下，掩盖不住她的“泼辣”和“大嗓门”。

她负责的北海社区内有滨州职业学院、
滨州技术学院两所高校。

今年“十一”前期，她来到滨州职业学院
检查安全隐患。该校内的大学生活动服务中
心共四层楼，其中 1、2 层全部整体外包为商
铺。她检查后发现，这些商铺的灭火器全部
过期，已经达不到使用标准，必须要更换。

面对李晓娜的要求，承包人一开始并不
理睬，认为她不能要求商户们花钱更换消防
器材。消防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李晓娜发
挥她能说会道的“天赋”，对承包人摆事实、讲
道理、说责任，半个小时下来，把对方说得心
服口服，当即表示更换。今年“十一”期间，李
晓娜再次到该中心的商铺检查，发现所有的

灭火器全部进行了更换。
社区警务工作就是这样：对待必须解决

的问题，既要表明态度，又要注意方式方法。
这时候，女警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她们能说
会道，善于拉家常，甘当“祥林嫂”，为的就是
把问题摸排出来逐步解决，把影响安全稳定
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以推迟婚期、领结婚证时
间，但对辖区群众她们一直保持
着女人独有的爱心

今年 10 月 10 日，是领结婚证的好日子。
黄河社区的社区民警刘建霞提前和领导请了
半天假，想选在这天和男朋友领结婚证。

在畅想以后甜蜜生活的9日晚上，她却接
到了领导的电话：明天有紧急任务，你的假取
消了。

公安是纪律部队，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有命令，必须服从。

孙娟是大河社区的社区民警，丈夫同是

警察。今年5月份订婚领证以后，双方家庭商
议着“十一”期间办喜事。可面对着突发艰巨
任务，两人很默契、也很愉快地跟双方家长解
释，愿意将婚期往后推迟。

“谁说女子不如男”。其实，这些事对于
她们而言，都是小事，社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才
是心心挂念的大事。

刘梦晨所负责的是安民社区。前几天接
到的一个报警电话，让她至今还放心不下。

辖区里的学生兰兰，原本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因为一场变故，变得四分五裂，家
人也顾不上管教兰兰。

幼小的年龄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变故，
让孩子的心灵饱受打击。为此，她几次想要
自杀。无奈之下，孩子的母亲报了警。

刘梦晨接警后，多次到孩子家中，用大姐
姐式的关爱和孩子聊天说话交流，听孩子的
心声，给她温暖和力量。刘梦晨还给孩子母
亲留下自己的电话，告诉她有事随时可以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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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坐在地上睡着的赵建永 图二：赵建永（中）和陈学伦（右）、民警谷训军接受记者采访

命案连续十一年全破命案连续十一年全破，，多项工作领跑全国……惠民刑侦是惠民公安的一面旗帜多项工作领跑全国……惠民刑侦是惠民公安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