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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罗江 文/摄

———记公交电车分公司74路驾驶员杜红旗
“安全行车优质服务是分内的事”

他不是刑警， 但可以电波缉
凶； 他不是心理医生， 但可以拦
截自杀者； 他不在命案现场， 但
可以让行凶者幡然悔悟， 抢救被
害人。 他从1996年10月23日开始
接听110报警电话， 到目前共计
接警近100万个。 他用自己的武
器———语言， 成功劝阻、 解救轻
生者260余名。 他就是北京市公
安局勤务指挥部110接警中心民
警李长明， 曾在2016年获评 “北
京榜样·最美警察”。

电话线里的“侦查员”

2015年3月10日 ， 一男子拨
打北京110电话称： 首都机场飞
往香港启德机场一航班上有爆炸
物。 在空中的航班紧急备降武汉
机场， 29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迅
速撤离。 但是， 经防爆人员仔细
排查后却并没有发现爆炸物。

当日18时 ， 110又接到一男
子来电， 自称是曾拨打110反映
航班上有爆炸物的报警人， 接警
员立即向科长李长明报告。 李长
明立马绷紧神经， 要求其他民警
串并两个记录， 同时将两个电话
录音进行对比。 通过声音的辨析
和事件的描述， 李长明断定此人
很可能就是该案的嫌疑人。

正在这时，办案民警到110接
警厅提取中午的电话录音， 并在
机场可疑地点查找嫌疑人。 “机场
人流量很大， 找到嫌疑人就如同
大海捞针。 ”李长明与办案民警简
单商量对策后， 决定立即拨通报
警人所留电话。

“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
“来北京是想做什么？” “怎么来
的？ 到哪儿了？” 李长明开始跟
嫌疑人 “聊天儿”， 顺着嫌疑人
的话慢慢引入 “身高” “体态”
“衣着” 等体貌特征。 办案民警
紧紧盯着屏幕， 一边听李长明询
问一边派警布控， 嫌疑人的样子
刻画得越来越清晰。 一分钟， 五
分钟， 十分钟……他用各种方式
继续着谈话， 为现场民警争取搜
寻时间， 而办案民警离嫌疑人越
来越近。 “地铁站出口某宾馆！”

李长明竟用 “对话” 引导嫌疑人
说出了详细位置， 最终现场民警
成功将嫌疑人抓获。

电话线里的“心理辅导员”

在110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
李长明一干就是20多年。 他把对
工作的热爱、 对群众的真情体现
在细节之中， 用点点滴滴化解了
一个又一个危机。

2016年6月17日， 110报警服
务台接到一重度抑郁症患者来
电， 称自己病情发作不能自控。
因报警人情绪十分激动， 接警员
立即向李长明报告。 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李长明顿觉事态严重 ，
报警人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 。
“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报警人
在最无助的时候选择了拨打110，
这是对我们的无比信任， 我们必
须挽救。”

在电话线的两头， 李长明和

事主通过情感上的交流逐步拉近
了距离。 “李警官，我妈妈包的饺
子别提多香了。 ”“小时候和小伙
伴一起打雪仗、踢足球。 ”“咱老北
京的小吃最地道，我爱喝豆汁。 ”
在长达近20分钟的持续通话下，
事主的注意力被分散， 焦躁不安
的情绪得以缓和平复。趁着“拉家
常”的时间，民警和事主的家属及
时赶到，将其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事后， 家属激动地对李长明连说
了六个“谢谢”。 当语言的力量能
承载生命的时候， 只有这两个字
能表达这沉甸甸的感情。

“群众这么地信任我们， 我
们就绝不能辜负他们 。 ” 李长
明说。

电话线里的“忠诚卫士”

“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在一起
吃个团圆饭很难。” 李长明之所
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

警察世家。 李长明与他的父亲、
哥哥、 侄子都是警察， 因为职业
的选择， 团圆饭成为了这个家庭
的 “难题”。 从警20多年， 李长
明在家过年三十的日子， 掰着手
指就可以数过来。 然而， 他却从
不后悔。

从1996年北京市110报警服
务台开通， 至今已有20余年， 李
长明也从二十几岁到了不惑之
年。 与他共同成长的还有不断强
大的首都警力， 从最初的4部电
话、 2个操作台、 1支笔的简陋设
备， 到如今拥有处理数万警情 、
网络传输 、 12110短信报警台 、
“北京110” 手机APP等高科技手
段的综合性平台。

“为了让群众可以得到更专
业、 更周到、 更安全、 更及时的
服务 ， 必须加强对接警员的培
训。” 李长明说， 为了帮助接警
员过 “地名关”， 他带着接警员
实地到易混淆、 难记忆的胡同学

习地名文化， 并且创造了 “边踢
毽儿边答题” 的方式考核接警员
对 接 处 警 预 案 及 规 范 的 熟 练
程度。

工作之余， 他还当起了 “师
傅”。 细细算来， 李长明工作以
来共培养培训了青年民警100余
人、 文职10批次300余人 ， 毫不
保留地将他称之为 “小本事” 的
经验传授给了一拨又一拨民警。
他的团队先后培养出过全国爱民
模范民警高艳艳、 警辅先锋文职
王艳等一大批优秀的民警和文职
辅警， 为110这个集体输送了一
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

20多年的从警岁月， 他在工
作中还摸索出了 “量化接警时间
机制” “重大敏感警情团队协作
机制” 等战法， 经他总结编写的
《110实战培训手册》 一直应用至
今， 是每一名110新人的入职必
修课。

李长明常说： “工作的时候
不仅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 更应
该让百姓感受到首都 110带来
的温度。 多说一句关心的话， 就
能让百姓在放下电话之后心里是
热乎的。” 为了让群众对110更加
熟悉， 李长明曾经带领110宣传
团队到北京五中分校、 陈经纶帝
景分校、 育民小区、 小武基打工
子弟小学等学校， 蒲黄榆、 手帕
口南里、 北京工商大学家属院等
社区、 东直门敬老院进行安全防
范宣传， 让百姓的110走到了老
百姓的身边。

“我们就算再苦再累也值
得 ， 这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使 命 ，
‘110’ 这三个数字承载了信任 、
责任和荣誉， 老百姓的求助就是
我们的信号 。 我们只有一个目
标， 平安万家、 平安北京、 平安
中国。” 李长明说自己愿做 “永
不消逝的电波”， 在110接警中心
一直干下去， 做好守护百姓的忠
诚卫士， 愿和身边的同事把 “首
都110精神 ” 传递下去 。 今年 ，
李长明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勤务
指挥部110接警中心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授予全国 “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记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110接警中心民警李长明

做守护百姓平安的电波

自2001年进入公交行业， 杜
红旗在电车分公司第十四车队74
路一干就是16个年头。 他为人随
和， 平时少言寡语， 踏实认真的
性格造就了杜红旗一丝不苟、 踏
实肯干的工作态度 。 杜红旗总
说： “乘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安全行车、 优质服务是我们分内
的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脚踏实
地， 行动胜于言语， 为他人付出
的人。

作为一名公交驾驶员， 保障
行车安全是首要工作。 杜红旗自
己总结了安全行车准则： 看全、
看准， 心态平和； 进站、 出站，
谨慎慢行。 严格控制好车速， 规
范操作， 每一次的起步停车都凝

聚着杜红旗对乘客的尊重和爱
护， 每一次的开关门都承载着杜
红旗对工作的一丝不苟。

74路的终点是颐和园， 每天
去公园遛弯的老人们络绎不绝，
杜红旗都会主动搀扶上下车不方
便的老人， 把他们安全地送到目
的地， 他才能放心地继续工作。
平时， 杜红旗的车上随时都准备
着临时伞， 雨天借给乘客使用；
有的老人忘记拿自己的物品， 杜
红旗会帮他们收好， 第二天及时
送还。 熟悉杜红旗的老乘客们常
说： “坐小杜的车真的很放心，
有时候逛完公园累了， 在车上睡
着了 ， 到站他都挨个叫我们下
车， 心里感到很踏实。” 这类点

点滴滴为乘客服务的事情还有很
多 。 别人也许能做到一天 、 两
天 ， 但杜红旗坚持做到了十几
年 。 乘客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 每年夏天都给颐和园场站送
水果、 矿泉水之类的防暑物品，
冬天的时候送暖宝贴， 用真心感
谢默默奉献的杜红旗。

作为一名党员， 每当车队人
员紧张时， 杜红旗都主动请求停
休加班， 维护车队运营生产。 去
年夏天的一个雨天， 他正在家照
顾发烧38摄氏度的孩子， 突然接
到 车 队 的 电 话 让 他 帮 忙 走 末
车 。 杜红旗何尝不想陪伴着孩
子， 帮着驱除病痛， 但他看了看
孩子 ， 还是毅然决定去车队走

车。 当时路上的积水已经很严重
了 ， 平时都是骑车上班的杜红
旗， 只能蹚着水步行1个小时到
颐和园， 坚持走完末车。 深夜回
到家里， 看到高烧的孩子， 杜红
旗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作为一名驾驶员， 杜红旗深
信丰碑无语行胜于言。 他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
绩： 在2013年至2016年中被评为
集团公司级先进职工， 2015年度
集团公司级 “最美职工” 和优秀
共产党员， 2016年荣获公交劳动
奖章。 杜红旗奉献自己的一份热
情、 一份汗水， 换来的是乘客的
平安， 让人们享受到更好的出行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