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25岁就能独当一面， 把十
几支专业分包队协调的好， 相当
不容易， 还能减少工期。” 这是
住总地产大厦装修改造项目执行
经理高为对王宇新的赞扬。

王宇新是住总地产大厦装修
改造项目的质量员， 这次住总地
产大厦装修改造中他又多了一个
职务： 电梯使用总协调。 他的协
调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领导的认
可和分包单位的好评。

住总地产大厦装修改造工程
开工以来， 由于楼内电梯老旧，
为安全着想已全部拆除， 装修改
造材料的垂直运输全部靠两部外
用电梯。

作为电梯使用的总协调， 他
要面对十几家专业分包队。 既要

满足各支队伍每天工作量的材料
需要， 又要保证各专业施工有条
不紊的进行。 特别是在工期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 各家谁都想抢
先用电梯。

工作相当难做， 如何做好使
用电梯协调工作？ 小王费了不少
的心思。 他说：“首先是了解工程
的总体安排， 分清轻重缓急。 其
次， 是要了解各支专业分包队的
施工任务和材料使用需求。”为了
做好计划，他要求，各支专业分包
队伍负责人提前两天上报使用电
梯运料计划， 他再与主管生产领
导综合各种因素， 排出电梯使用
计划。为便于沟通他建立3个分包
使用单位的微信群， 通过微信群
及时与各单位负责人沟通。 既节

省了时间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他
要求， 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计划
使用电梯， 并安排带班负责人现
场盯控。为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他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 经常在
夜间盯守在电梯旁， 每天都在12
点以后才能休息， 有时遇到为使
用电梯发生矛盾时， 或者遇到特
殊情况时，他还要担任调解员，几
乎睡不了几个踏实觉。

问到他做好工作有什么诀
窍， 他说： “哪里有什么诀窍，
人心换人心， 换位思考， 我做事
就是多为对方着想， 不光是排完
计划就没事了， 尽量给对方提供
方便。”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 缺少睡
眠，他身体也亮起了红灯，眼睛都

有了血丝，嗓子也沙哑了，领导看
到时非常心疼，让他注意休息，保
重身体。 他总是笑呵呵说：“领导
放心，我能坚持，倒不下。 ”

王宇新一心扑在工作上， 自
住总地产大厦开工以来， 很少休
假。 家里的婚房装修全都推给了
爱人， 施工方认为业主不着急，
所以工期一拖再拖， 一般人家装
修两个月完工， 他家装修4个月
还没完工。 赶上今年雨水又多，
新房阳台漏雨严重， 爱人催他回
去修理 ， 他总是说 ， 工作太忙
了， 离不开， 让爱人先想办法凑
合一下， 等他有时间回去再彻底
修。 他说： “家里的事是小事，
单位的事是大事， 自己的事晚一
两天算不了什么。”

———记住总地产大厦装修改造电梯使用总协调王宇新
念好“协调经”工期不再紧

□通讯员 阮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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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艳：14年接听110万个报警电话
□通讯员 陈翔

她的声音，能救人生命，也能让犯错的少年迷途知返。 14年来，她用自己的真情
温暖了无数报警人、求助者———

一个电话， 可以让徘徊人生
岔路口的少年迷途知返， 也可以
让决心自杀的少女重拾生活勇
气。 14年来， 北京市公安局勤务
指挥部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高
艳艳用自己的真情温暖了无数报
警人、 求助者， 累计接听群众报
警电话110余万个， 形成派警记
录35万余件， 答复群众咨询、 求
助46余万人次， 成功劝阻、 解救
欲自杀轻生的群众7名， 先后接
到群众来电表扬70余次， 真正做
到知民情、 达民意、 解民难、 暖
民心。

曾荣获北京市 “三八红旗
手” 奖章， 2016年3月， 高艳艳
荣登 “中国好人榜”。

一年间坐公交记熟
北京地名

2002年， 高艳艳从北京人民
警察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公安
局勤务指挥部， 接受了两个月培
训后， 成为一名110接警员。

刚参加接警员工作时， 高艳
艳也有过畏难情绪， 每天接几百
个电话，解释、安抚、处理，说到嗓
子冒烟， 甚至有时候要承受一些
暴脾气群众的谩骂和侮辱， 成为
个别人员的出气筒。 “可这就是我
们的工作， 我们也能理解报警人
报警时的焦急， 所以我们只能是
更加的耐心和细致。 ”她说。

高艳艳至今记得14年前第一
次接警的场景， 电话里传出一个
中年男子的声音：“这是沙子口，
我这儿有点事，你派个警察来。 ”

头一次单独接警， 师傅也没
在旁边， 高艳艳怕布错警， 就小
心翼翼追问了一句： “这是崇文
区吧， 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

不料， 对方急了， 斥责道：
“你是北京警察吗？ 北京还有哪
儿有沙子口， 我有什么事警察来
了不就知道了吗？”

高艳艳立马慌了神。 结果对
方又补充道： “你要是连个警都
接不好 ， 就早点脱了制服回家
吧！” 高艳艳委屈得直想掉眼泪。

从外地来京的她， 上警校期间也
很少能逛街， 对于北京的地名并
不熟悉。

随后， 高艳艳开始勤奋地记
地名。 每天下班后她独自坐上公
交车， 满北京城转悠， 一站一站
地记地名。 一年后， 除了个别的
胡同和偏僻的地名外， 高艳艳对
北京的地名已是熟记于心。 她还
记住了出行路线、 急救常识和供
电、 供暖热线等300多个常用的
电话。

也有让高艳艳觉得暖心的
话。 一年除夕夜值班， 她接到一
位老人的电话， 对方上来就说 ：
“姑娘， 我不是要报警， 我只是
想向你们110说声过年好， 你们
辛苦了……”

高艳艳说， 就这一句话， 她
工作一年承受的疲累、 压力一下
子都没了。

“沉默三秒钟” 悉
心规劝

刚参加工作时， 高艳艳接到
一个报警电话， 电话的那头是一

位抱着孩子想要轻生的妈妈。
“她打来电话时正在顶楼，

说世界上再也没有留恋的地方
了。 当时我听见这句话， 心里真
是着急了， 我一边安慰她， 一边
引导她说出位置 ， 可她就是不
说， 只说了句再见就挂了电话。”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
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劝住这位妈
妈。” 高艳艳说。

2004年年底的一个深夜， 一
个外地男孩拨打了110。 “如果
有人偷了东西会在监狱待多少
年？” 电话那端， 男孩吞吞吐吐
地问。

电话这头的高艳艳感觉到，
这个稚嫩的声音不像是普通的法
律咨询， 而且半夜用路边的公用
电话打110电话问这个问题有些
异常， 她谨慎耐心地询问： “发
生什么事了？”

男孩沉吟中想挂断电话， 高
艳艳立即说道： “外面那么冷，
又深更半夜的， 你怎么站在大马
路上不回家呢？ 听你的声音， 也
就是十六七岁吧。”

几句话触动这名男孩， 他突

然说： “我刚才偷东西了……”
男孩只有16岁， 自称河北人， 来
京找工作。

高艳艳接下话茬： “咱俩是
老乡， 如果信得过我， 你就告诉
我出了什么事 ， 我尽力帮你 。”
对方沉默片刻终于开口。

原来， 这名男孩在一家烟酒
店打工， 趁老板不在家， 夜里偷
拿了店里 1000多块钱和两条香
烟 ， 又怕警察抓住， 所以打110
询问。

经过近20分钟地劝导， 男孩
哭着说： “姐， 你派警察来把我
抓走吧， 我不想当逃犯！”

其实， 高艳艳早已经派警察
到装机地址去找这个男孩， 只是
在派警记录中她记下了 “自首”
二字 。 她总结 ， 很多群众报警
时， 往往因为情绪问题说话无头
绪， 或者上来就开骂， 此时一定
要沉着冷静 ， “沉默三秒钟 ”，
先听对方倾诉3秒钟， 引导对方
把心里的烦闷发泄出来， 同时寻
找突破口。

“拼命三娘” 无私
奉献传帮带

2010年3月 “两会 ” 安保期
间， 高艳艳发现自己身体长有一
肿块 ， 并且一天比一天红肿疼
痛。 为了不影响工作， 她没有向
领导请过一天假， 疼痛难忍时就
吃止痛药， 直到 “两会” 安保任
务结束， 她才到医院检查， 得知
患了肉芽肿浆细胞型乳腺炎。 由
于病情复杂、 发展快速， 肿块已
经出现化脓， 医生要求立即住院
手术。

在住院期间， 她也时常挂念
着工作 ， 经常主动联系班组同
事， 了解工作情况。 4月南非世
界杯开幕那天， 正好赶上周末，
110报警电话比平日明显增多 。
得知此情况， 高艳艳向医生请假
回到单位参加接警工作。 在2个
多小时的接警时间中， 她共接听
报警电话130余件， 形成派警记
录45件 ， 答复群众咨询 、 求助

100余人次。
2011年建党90周年安保活动

期间， 高艳艳的病情再次复发，
前后又经过了3次手术， 长期需
要服用药物来控制病情。 单位领
导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 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强度上给予照顾。 面
对领导和同事的关心爱护， 她更
加努力地工作， 只要在身体状况
允许的情况下， 就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

经历了 14年的接警生涯 ，
年轻的高艳艳已经是首都110报
警服务台的一位 “老同志”。 作
为110的优秀接警员， 她不满足
于自己一个人优秀， 她希望与自
己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们个个都
优秀。

她先后担任过四位公安院校
应届毕业生的 “师傅”， 她的徒
弟后来也都成长为勤务指挥部的
业务能手和岗位标兵， 也早已成
为了别人的师傅。 每每谈起师傅
高艳艳 ， 她们都会由衷地说 ：
“师傅的认真细腻 、 温和严格 ，
让我们受益终生。”

2011年年底 ， 首都110报警
服务台开始使用文职人员接警。
高艳艳凭借自己在业务上的专
长， 充分发挥 “传帮带” 作用。
她利用休息时间和文职同事交
流， 把工作经验介绍给她们。

2011年， 高艳艳开通了个人
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 “高艳艳
110”， 充分利用网络交流这一新
型方式向广大网友进行宣传， 发
布公安机关各项政策法规、 110
报警常识、 最新警情提示、 治安
播报， 在线解答网友关于公安业
务类的疑问咨询， 还在微博中传
递自己对生活、 对工作的积极感
悟， 许多网友感受到她的自信、
乐观、 坚强和真实。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她共发
布治安播报、 警情提示等防范类
微博7000余条， 解答网友法律 、
业务咨询6000余人次， 网友评论
1.8万余条， 粉丝数量已达到4.1
万人， 被网友誉为 “真实亲切的
女警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