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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特级优秀民警、密云分局城关派出所民警李国福

异乡民警同乡情

单眼皮，国字脸，中等身材，
手持民警提示盾牌的警察形象，
在密云人眼中并不陌生。 几乎城
区内的每一个银行里， 都伫立着
这样一个与真人同等比例的警示
牌， 上面写着：“全国特优民警李
国福提示您：凡陌生电话、QQ信
息要您转账、汇款都涉诈骗嫌疑。
汇款前务必向银行工作人员核实
或拨打‘110’查询。 ”

这位来自山东巨野的 “异
乡” 民警李国福， 虽然依旧保持
着乡音， 却成为深受密云百姓欢
迎与信任的好警察， 他曾连续7
年被评为市级、 区级优秀共产党
员。 “在社区工作， 就要跟群众
打成一片， 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
务。” 从警13年来， 李国福从来
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的职责， 他
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作实际行
动， 与辖区花园社区居民结下了
深深的 “同乡情”。

军人转业成警察
扎根社区13载

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的李国福， 1986年10
月参军入伍， 2003年9月从部队
转业到密云公安局工作， 经过新
警岗前培训后， 2004年4月他来
到城关派出所管辖的花园社区成
为社区民警， 一干就是13年。 从
军人到警察的身份转换， 虽然多
少有些不适应， 但一心想在社区
有所作为的李国福并不惧怕。

从上岗第一天开始， 李国福
就开始走进社区到处 “推销” 自
己， 跟闲坐在社区里的居民打招
呼： “我是社区民警李国福， 有
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 这样的
台词， 他每天要说上无数遍。

花园社区地处密云区中心地
带 ， 辖区面积1.5平方公里 ， 小
区四面畅通 ， 人多 、 车多 、 事
杂， 曾是密云治安案件频发的重
灾区。 “面对老百姓渴望改善治

安状况的期盼， 我当时的压力也
是前所未有的。” 李国福还记着
到花园社区报到的第一天， 他看
到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警务
工作站，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个铁皮柜子， 柜子里没有任何
有关社区的基础资料。

因此， 下定决心整理和完善
社区基础档案成为李国福最先开
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 “那段时
间， 我白天利用上班时间入户收
集信息， 晚上进行整理， 还动员
了家属跟我一起加班工作。” 李
国福说， 前后大概用了不到三个
月时间， 他走访了63栋居民楼里
的327个单元门3946户居民 ， 完
成了社区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重点部位、 六小门店等4个门类
33种基础档案资料的规范整理，
做到了底数清， 情况明。

“有了这些基础档案， 我才
算是对社区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 望着整整一面墙的档案盒
子 ， 李国福一边翻看整理一边
说： “你可不要小看这些基础工
作， 内容详实到只要在花园社区
生活过的人， 我都能大概了解他
的来龙去脉， 这为提高社区治安
质量和效率奠定了基础。”

今年， 李国福的档案管理工
作还将实现电子化， 进一步提升
工作效率。

整合社会资源
用“奖金”巩固群防群治

为提升社区警务服务工作的
质量效率，李国福制定了“六个不
让” 的工作标准：“不让差错在我
手中发生、 不让案件在我手中积
压、不让线索在我手中中断、不让
警情在我手中延误、 不让办事群
众在我这里受到冷漠、 不让警察
形象在我身上受到影响。 ”

“这么大的社区，靠我一个人
来开展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借助
群众的力量群防群治， 才能让社
区治安工作稳步提升。 ”2006年，
李国福整合社会资源， 成立了一
支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
职工组成的138人的市民劝导队，
并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 一年四
季坚持巡逻执勤。 为了促进社区
治安志愿者工作的常态化， 李国
福还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 “李
国福治安志愿者基金”，他把各种
荣誉所带来的奖金作为基金基
础， 用于对有功人员的奖励和患
病队友的慰问。

当然， 李国福也深知， 要想
把社区警务做好， 技防入户必须
先行。 2010年， 他拿出密云县政
府奖励他的5万元钱， 率先在辖
区安装了5个高清晰监控探头 。
近几年， 他又积极争取支持连续
安装11个探头。 如今16个高清晰
监控探头， 分布在辖区的重点地
段、 主要路口， 实现了 “织密一
张网， 监控全天候”， 社区各类
案件大幅度下降， 群众满意度、
安全感明显上升。

而今年， 因为荣获 “全国情
满万家派出所好民警” 荣誉， 李
国福又收到了来自密云区政府的
奖金奖励 ， “这钱来得太及时
了。” 李国福正打算动员辖区居
民升级更换防盗门锁芯， “有了
这笔钱 ， 我就可以以基金的名
义， 拿出一定的补贴， 帮居民以
便宜的价格更换更安全的锁芯。”
李国福告诉记者， 目前， 辖区已
有500多户居民更换了锁芯。

把个人奖金用在社区管理
上，李国福从不含糊，他的妻子也
十分支持。 “谁叫咱是社区民警，
有困难找国福嘛！ ”李国福说。

亲民爱民得信任
病危老人向其托付身后事

在花园社区， “亲民爱民如

父母， 大事小事找国福” 这句话
早已传遍大街小巷， 居民的信任
也让李国福感动不已。

居民于大妈今年75岁， 老伴
83岁， 两个儿子都在市区工作，
由于工作原因， 很少回密云。 十
几年前， 于大妈得了鼻腔毛细血
管萎缩病， 有时轻轻地碰一下鼻
子就会流血不止， 先后在北京多
家医院治疗都没有看好。 李国福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经常到她家
中看望、 安慰， 时间长了， 李国
福成了于大妈最信任的人。

2016年8月的一天 ， 于大妈
给李国福打来电话， 说有事要商
量。 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于大妈是想向他交代后事。 “小
李， 我的孩子们工作都很忙， 这
些年来拖得他们都很疲惫， 我们
老两口不想再给他们添负担了，
希望你替我完成一个心愿。 我这
有3000元现金， 今天就交给你 ，
我想由你来帮我办理后事。”

听了于大妈的话， 李国福虽
然有点蒙， 但不忍心拒绝的他还
是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于大妈开
始逐一交代后事， 听了于大妈慢
条斯理的交代 ， 李国福泪流满
面： “大妈， 您放心， 我一定把
您交代的事情办好。”

在李国福的办公室里， 记者
见到了于大妈的遗书、 户口簿、
房产票据 、 家门钥匙等物品 。
“于大妈和我非亲非故， 竟然把
后事和一百多万元的房产放心地
托付给我， 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信
任！” 而像于大妈一样， 花园社
区很多居民都把李国福当亲人一
般， 这样的认可与肯定， 让李国
福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做的多了， 荣誉也多了， 非
议也随之而来， 李国福心里有心
酸， 有委屈， 但都抵不上老百姓
的一句肯定与认可。 “我曾宣誓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将继
续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尽心
竭力守护一方平安。” 李国福说。

孔令俊，男，1979年5月出生，
孔氏（北京）国际钟表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立志打造中国顶级腕表品牌
的孔令俊用 4年时间做出了第
一 个表壳 ，3年后 “孔式珐琅腕
表” 成为中国第一个参加瑞士巴
塞尔国际钟表展的民族品牌，并
为瑞士国际钟表博物馆永久收
藏。 2015年故宫授权孔氏为长期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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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雪莹、梁琦爽 李兵陈娟英高凤林

（2017年7月第1周）

为火箭焊接“心脏”的技师 不图回报照顾邻居19载 路途上的救命天使 托起自主品牌汽车梦

高凤林，男，1962年3月出生，首
都航天机械公司高凤林班组组长。

高凤林是航天特种熔融焊接
工， 为我国90多发火箭焊接过 “心
脏”， 占总数近四成。 他曾攻克
“疑难杂症” 200多项， 包括为16个
国家参与的国际项目攻坚， 被美国
宇航局委以特派专家身份督导实施。
2014年底， 他携3项成果参加德国
纽伦堡国际发明展， 3个项目全部摘
得金奖。

陈娟英， 女， 1940年1月出生，
西城区法源寺社区居民。

邻居田秀山妻子患病行动不
便， 女儿宁宁有精神障碍， 担任社
区志愿者和楼门长的陈娟英照顾他
们19年； 不仅手把手地教她们做饭，
还时常端去自家饭菜。 三年前田秀
山的妻子去世， 陈娟英告诉宁宁
“有事找奶奶”； 在宁宁生病住院时
更是陈娟英带着去看病换药， 令医
护深深感动。

陶雪莹，女，1993年7月出生；
梁琦爽， 女，1992年10月出生，二
人为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

2017年6月21日清晨， 二人
上班途中发现一倒地老人发生
心脏骤停 。 梁琦爽即刻拍打呼
叫， 陶雪莹火速进行胸外按压。
一段时间后老人有了自主呼吸，
梁琦爽接替陶雪莹继续按压直
至救护车赶来 。 当晚医院确认
患者为急性心梗， 并抢救成功。

李兵， 男， 1968年8月出生，
北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技师。

曾获得北京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李兵， 编
写了多部教材 ， 培养技能人才
700余名。 十几年来， 他完成多
项车辆改装攻坚工作和市政府资
助的 “整车降噪” 项目， 率 “李
兵创新工作室 ” 完成6项专利 ，
先后为公司节约几千万元。

孔令俊
“表痴”造出中国顶级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