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微笑“把守”工会经费使用关
和平街工会服务站副站长王美伶

■首都工会人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很多建会企业的工会会员都
不太了解工会经费也是有使用范
围的， 为报销的事情， 基层工会
人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 负责和
平街街道总工会核算中心工作的
王美伶对此深有感触。

这天， 一家企业的会计来到
工会服务站， 找到王美伶报销工
会经费。 材料递到她手上， 她花
了很大力气才忍住乐。 原来， 这
家企业报销工会经费项目上竟然
写的是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
活动奖品为手机一部。

沟通后王美伶了解到， 该企
业会员人数仅为一人， 公司也没
有组织过相关文体活动。 企业的
会计兼报销人员眼看着工会经费
越攒越多， 心里想着要怎样才能
把钱报销出来， 于是给自己买了
一部手机， 拿着发票来报销。

“这属于比较离谱的， 平时
拿着不属于工会经费使用范围的
发票来报销的还很多， 有的拿着
办公用品的， 劳保用品的， 有的
拿着电脑之类的， 还有清明节组
织送温暖活动的， 这些都是不能

报销的项目。” 王美伶向记者解
释说。

每次向企业工作人员解释
时， 王美伶收获的大多是白眼。
“你们怎么那么麻烦！ 那么多事
啊！ ”这句话她听的也最多。 遇到
被埋怨、被指责的时候，王美伶的
法宝是微笑。即使再凶的人，看到
她挨骂不还嘴，还一直保持笑容，
也变得没脾气了， 只得遵守报销
规定， 询问该如何办理。

“在企业看来， 这些钱是他
们交的， 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这笔钱怎么用是他们说了算的。”
除了解释这笔经费是要用在职工
身上的之外， 她还会拿出做得好
的企业的报销材料作为范本， 给
其他企业展示， 让他们信服。

在来到工会以前， 王美伶一
直做的是财务工作， 只对账， 不
对人， 非常适合她内向的性格 。
但多年来工会工作的锻炼， 逼着
她不断成长 ， 性格也越来越外
向。 “每天都要跟不同脾气秉性
的人打交道 ， 不外向不行啊 。”
她笑着说。

奖章背后的故事

用心比用枪更重要
□本报记者 张江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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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克星”曹志刚近日， 公安部公布了第五届
“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 第三批
20名候选人名单。 截至目前， 全
部60名候选人全部公布， 其中，
北京共有5人入选。 曹志刚就是
其中之一。 直面423名绑匪， 击
毙歹徒3名， 击伤一名， 解救170
名人质， 2006年来， 绑架案侦破
率100%； 两次一等功 、 北京市
十大杰出青年、 首都劳动奖章获
得者……这些惊人的数字和光耀
的头衔见证了曹志刚20余年的从
警生涯。

业务过硬
“三枪” 解救三条人命

18岁那年， 高大帅气的曹志
刚成功入选三军仪仗队， 3年之
后， 曹志刚脱下了军装， 带着他
当警察的梦想， 通过层层考试，
进入北京公安局， 成为了一名防
暴民警。 通过 “苦行僧” 式的训
练， 曹志刚成为了警队里的 “神
枪手”。

2006年11月， 北京某大学古
筝艺术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在路上
被人绑架。 在抓捕行动中， 两名
嫌疑人挟持女学生开车逃窜。 包
括曹志刚在内的警方驾驶四辆车
相互配合， 在国道上将嫌疑人的
车辆别停。 猛烈的撞击使得嫌疑
人瞬间懵了， 但这个过程也只有
两三秒钟。 就是两三秒的时间，
曹志刚已从车上下来奔到了嫌疑
人和人质所在车辆 ， 运动过程
中， 拔枪、 上膛一气呵成。

此时驾车的嫌疑人对后座上
正押着女孩的另一嫌疑人穷凶极
恶的喊道： “宰了她！” 眼看嫌
疑人一只手拽着女孩的头发， 将
女孩按在自己腿上， 另一只手举
起了刀。 千钧一发时刻， 曹志刚
果断举枪击发。 冲突的环境， 狭
小的空间， 车窗玻璃上仅有的罅
隙， 所有这些苛刻条件都没有影
响曹志刚这关键一枪， 子弹正中
嫌疑人眉心， 遭劫持女孩安全获
救。

2004年5月的一个傍晚 ， 北
京西客站东侧不远的马连道。 一
个小伙子夺过路边水果摊上的西
瓜刀 ， 恶魔般地挥向过路的行
人。 一名毫无戒备的女中学生首
先倒地 ； 一位母亲为了保护孩
子， 被狠狠砍伤了后背； 一名挺
身而出搏斗的青年被一刀砍倒。

最后， 歹徒一头扎进小区自行车
存车处， 用刀架在看车女青年的
脖子上， 挟持着她躲进存车处的
铁皮屋内。 面对疯狂的劫匪， 狙
击手的重任， 落在曹志刚身上。

“当时 ， 歹徒藏身的屋里 ，
仅有一个两尺左右的窗口， 天已
经慢慢黑了下来 ， 屋内漆黑一
团， 根本无法远距离识别目标。”
看到现场地形， 曹志刚果断地弃
用狙击枪， 抓起一支短枪， 悄悄
隐藏在小屋门外。

时间在紧张的气氛中逐帧前
行， 谈判人员还在做着努力。 突
然， 人质凄厉的惨叫从小屋里传

了出来， 曹志刚脚起门开， 就在
几秒钟之间， 就在眼睛还在适应
屋内光线的瞬间， 曹志刚看到了
歹徒高高扬起的刀， 说时迟， 那
时快， 曹志刚在千钧一发时刻定
位、 举枪、 射击， 所有动作迅速
如本能反应， 精准如尖端武器，
歹徒应声毙命， 人质及时送医，
转危为安。

仅仅过了三个月， 位于通州
区的一间发廊里突然冲进一个男
人， 拿着长刀， 对着一个女孩子
扎了过去， 疯狂地喊叫着： “我
要钱！” 几分钟后， 大批警察赶
到现场。 歹徒将屋里的一名女孩

劫为人质， 甚至一刀刀割伤女人
质以示恐吓。

曹志刚再次担当起狙击手的
重任。 现场窗户极高， 外面还罩
着钢筋的防窃网， 窗帘也都被拉
上了， 这一切， 对枪手而言是极
大的考验。

就在歹徒不经意间探头观察
外面的情况时 ， 曹志刚举枪便
射， 子弹穿过细密的防盗栏， 击
碎双层玻璃， 准确命中， 歹徒失
去反抗能力， 人质获救。

铁汉柔情
7个小时劝解令绑匪就擒

在用枪击毙歹徒救出人质 ，
为人褒奖的背后， 清醒的曹志刚
却始终忘不了马连道那个劫持者
被击毙时的样子， “那么年轻就
逝去了”。 即便一枪毙命是他的
职责， 但对于生命， 这位果敢的
枪手看得高于一切， 不到万不得
已， 他绝不会扣下扳机。

在曹志刚处置的朝阳区一起
劫持案件中， 嫌疑人因为失恋找
前女友谈复合， 遭到拒绝， 情急
之下 ， 嫌疑人把她劫持为了人
质。 曹志刚了解情况后认为嫌疑
人本质并不坏， 对女孩感情也很
深， 他没有立刻采用武力手段，
而是与嫌疑人隔着门开始了交
谈。 从谈人生、 谈理想， 最后谈
到家中亲人包括被劫持的女子，
一遍一遍的情感交流， 一次次诚
恳的劝解， 整整7个小时， 嫌疑
人终于放下了歹念， 主动释放了
人质。

“用心比用枪更重要。” 曹志
刚说， “嫌疑人的命和人质的命
一样 ， 都是人命 。 警察不是杀
手， 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质安全获
救， 案件和平解决， 击毙并不是
最好的结果。”

在外人看来， 作为 “枪手 ”
的曹志刚冷峻果敢， 可了解他的
队员却说： “在铮铮铁骨下， 曹
队藏着一颗比常人更炽热、 更深
情的心”。 一次执行任务时， 曹

志刚和队员冲进犯罪嫌疑人家中
进行抓捕， 嫌疑人被按倒在地就
擒 ， 他几个月大的孩子躺在床
上， 被眼前的突如其来的一幕吓
得哇哇大哭。 全副武装的曹志刚
立刻把手枪交给队友， 下意识地
上前抱起孩子。

刚刚还是凶悍威猛的刑警队
长， 顿时就变成了温柔奶爸， 拍
着、 哄着、 逗着， 直到孩子 “咯
咯” 地笑出声来。

亏欠家庭
23年没与父母一起过春节

曹志刚还记得， 23年前， 他
初入警界， 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
防暴警察。 去参加公安部英模大
会时， 看到英模们胸前一枚枚闪
烁的奖章。 那一刻， 他最大的心
愿就是像他们一样， 胸前挂满勋
章。 如今， 他如愿以偿。

现在曹志刚已经是北京市公
安局第十总队的副总队长， 除了
劫持 、 绑架案件 ， 还要负责涉
枪 、 涉暴等反恐工作 。 每天早
上， 他都要第一时间仔细梳理头
一天的案子 ， 接着批改案情报
告。 为汇报案件、 线索接报， 值
班室每天最少要给曹志刚打三四
十个电话， 他都要第一时间作出
判断， 分派、 部署。 睡眠不足对
他来说已是常态。

由于工作繁忙， 13岁的女儿
经常见不到爸爸。 曹志刚有时就
挤出些吃午饭的时间， 到学校看
看女儿。 对日思夜想盼着他回家
的父母， 曹志刚也总说， 过两天
就回去看看， 却屡屡食言， 成为
了家中最会撒谎的孩子。 从参加
公安工作到现在， 他已经23个春
节没有回家与父母一起过节。

他救下了上百个命悬一线的
人质， 却一直欠自己一个好觉，
欠给家人多点关怀。 然而， 即便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牺
牲了家庭的温暖和团圆， 冒着出
生入死的危险， 他也从没有后悔
过自己的选择。

■他业务过硬， 关键时刻果敢出枪三枪救下三条命
■他铁汉柔情， 七个小时耐心劝解令绑匪束手就擒
■他就是 《警察故事2013》 原型人物之一， 市公安局第十总队副总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