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宝贝， 快起床吃饭 ， 要上

学了！” 工地生活区一角的板房
里， 每天早上沉睡的项目部会定
时响起宠溺声音。 寻着声音， 就
会发现刚刚还在指导睡眼惺忪孩
子起床的年轻身影， 这会儿已利
落地张罗着孩子吃早餐， 准备上
学了。

这个年轻的母亲叫做王梅
季， 是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轨道
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基层项目
部的财务人员。 生活中井井有条
的她， 工作中更是一把 “好手”。

2009年， 跟随着中铁十六局
轨道公司进军华东长三角市场的
脚步， 王梅季也成为了第一批进
驻苏沪市场的 “元老”， 她从上
海13号线的 “小出纳” 做起， 一
步一个脚印， 先后参与了11个项
目 ， 历任出纳 、 会计 、 财务部

长、 总会计师， 最多的时候同时
负责5个项目部的财务工作， 经
她手的资金累计约23亿元。 如此
多的项目、 如此多的业务， 很多
人为她捏把汗 ， 但她却举重若
轻， “化困难为神奇”。

2013年初， 轨道公司实现苏
州市场滚动发展， 先后中标2个
项目 ， 但由于属于外部企业进
入， 个人所得税需要按照当地规
定0.8%比例核定征收， 远远高于
本地企业水平。 同时， 苏州税务
局计划全面执行核定征收的个税
纳税政策 ， 从2014年1月1日开
始不准再提出个税查账申请。 作
为这两个项目部的财务主要负责
人 ， 王 梅 季 决 定 在 执 行 新 政
前向苏州地方税务局提出申请，
降低单位税负。 她虽然知道过程
中必定 “荆棘遍布”， 但机会稍
纵即逝， 必须牢牢抓住。 地方税
务局严苛的申报条件、 税务所人

事调整导致的重复工作、 “趁火
打劫” 的高额审计服务费、 日渐
临近的截止日期…… “拦路虎”
每天轮番上演， 从未停歇， 在经
历了近一年的 “狂轰乱炸”， 王
梅季最终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
降低个税比例0.5个点 ， 成为苏
州唯一一家申请查账征收成功的
外来企业。

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的王梅
季深知农村务工人员挣钱的不
易 ， 她 总 是 不 忘 第 一 时 间 为
工 人 兄弟们发放工资 。 她还不
定期去工地现场检查农民工考勤
情况是否属实， 去工人生活区了
解工资是否到账。 在她工作的10
年内， 共计发放劳务人员工资1
亿 多 元 ， 且 从 未 拖 欠 及 出 现
劳务人员上访事件。 除此之外，
每月雷打不动的各类报表， 职工
热切盼望的工资奖金， 定期支付
的材料及工程款 、 内部资金运

转、 成本核算……这些纷繁复杂
的财务日常工作， 既是对王梅季
责任和耐心的考验， 更是对她游
刃有余工作状态的肯定 。 10年
来， 她获得各级先进个人表彰9
次， 为项目部争得财务管理先进
单位5次。

生活中她又是以身作则的暖
妈妈， 她以项目为家， 将青春的
黄金十年都留在了这里。 上海13
号线时孩子出生， 苏州2号线时
孩子步履蹒跚地迈出了人生第一
步， 苏州3号线7标时孩子上了幼
儿园， 有了第一个小伙伴……她
参与的每条线路上都清晰记载着
孩子的成长轨迹。

华灯初上 ， 万物归于平静
时， 项目部的一角房间里又传了
年轻妈妈教导孩子的声音， 温馨
的画面常常在工地上演。

今年， 王梅季因出色表现 ，
又被评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春霞/摄

让1亿多元工资按时准确发放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这几天，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
不停转发， 视频中一辆的姐驾驶
的出租车在东四十条桥东南角突
然起火。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民警苏兴博载着怀孕8个月的妻
子开车恰巧经过， 见此情景他立
即下车帮助灭火， 并拨打119报
警。 灭火时路边先后停下两三辆
出租车， 几个的哥下车后迅速翻
出灭火器 ， 加入了 “灭火小分
队”。 说起当时灭火的一幕， 苏
兴博至今依然感激几位的哥及时
出手， 否则只凭他和的姐的力量
很难灭火。

“每个热心人看到火情都会
像他一样去灭火， 而他会更加奋
不顾身，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 职
责就是保护群众平安。” 而日常
工作中， 苏兴博还守护着群众的
钱袋子。

少年立志要当警察

苏兴博今年33岁， 他的父亲
也是一位老公安， 在刑侦总队干
了一辈子刑事技术。 小时候， 一
家 就 住 在 单 位 的 宿 舍 里 ， 距
离父亲的办公地也就二十米远。
苏兴博每天都能看到父亲和同事
们一起工作的场景， 耳濡目染，
他打小就想当警察， 父亲那身老
旧 的 89式 绿 警 服 ， 不 知 被 他
“偷 ” 穿过多少次 。 高中毕业 ，
苏兴博如愿考上了中国刑警学
院 ， 学习痕迹检验专业 。 毕业
后， 他被分配到刑侦总队搞现场
勘查。

回忆当初的现场勘查经历 ，
苏兴博打开了话匣子： “现场勘
查不一定是刑警里最累的， 但绝
对是最脏最苦的。 我去过随时可
能会塌方的黑煤窑， 下过嫌疑人
抛尸的悬崖， 钻过下水道， 爬过
高楼的塔尖， 曾经冬天半夜下河
捞碎尸块， 夏天忍着恶臭去垃圾
场里搜寻痕迹物证。”

尽管脏、 累、 危险， 但现场
勘查仍是苏兴博的兴趣所在 ：
“出现场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

每次都像是一个解谜的过程。”

转行与骗子斗智斗勇

2012年， 苏兴博从刑侦技术
岗位调动至反诈骗中心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侦查岗位工作。 “新岗
位和以前工作的对象完全不同，
一开始挺难的 ， 要从零开始 。”
苏兴博说。

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角
色， 苏兴博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诈
骗高危地区， 经过不断摸索和总
结， 将实施骗术的重点归结为两
方面： 骗子要行骗， 必须先联系
上事主， 这就是通讯链； 然后诱
使事主进行转账汇款， 这就是资
金链。 只要切断这两个链条， 就
能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切断这两个链条 ， 远没有
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骗子也与
时俱进的， 他们无孔不入、 不断

对抗 、 不断升级 ， 也会研究技
术、 关注时事信息， 并把骗术本
土化、 远程化， 让人防不胜防。
骗子得手后， 资金迅速被多级转
账 、 分散提取 ， 追回的难度很
大， 证据也难以固定。” 苏兴博
说， 为了减少群众的损失， 从骗
子开始拨打电话联系事主行骗时
起， 苏兴博和他的团队就已经进
入了战斗状态。 这是一场远程的
较量， 早发现几分钟， 和事主、
银行、 运营商进行沟通、 协调，
都能为事主挽回不少损失。

2015年、 2016年， 公安部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查
控中心和北京市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先后成立， 通过和网络公司
以及运营商进行防诈骗大数据合
作， 设置 “劝阻拦截” 岗， 一旦
发现疑似诈骗电话， 苏兴博和同
事们就会打电话， 及时劝阻潜在
受害者。

骗子一天会打几千个电话 ，
苏兴博团队也会每天与近千名事
主联系， 多的时候一天打一千多
个电话， 与骗子博弈、 对抗。

一次， 一位事主正要准备给
朋友汇款时， 接到一个要求转账
汇款的手机短信息， 就误认为是
朋友的账户信息，结果被骗100万
元 。 当时事主拨打了110报警 ，
反诈中心快速工作， 把该银行账
号冻结，最后，这100万元一分钱
都没有损失，全部返还给了事主。

“我所在的反诈中心处置响
应室主要负责电话拦截、 涉案资
金紧急止付等工作。 ” 苏兴博坦
言，对于这种远程非接触性诈骗，
劝阻过程中的最大难点是沟通。
比如对正在被骗的事主进行电话
劝阻的时候， 一些被骗事主往往
还沉迷在骗子的话术中， 甚至把
民警当成了骗子。被群众质疑、谩
骂是家常便饭， 处置响应室的话

务员基本上都有被骂哭的经历。
截至目前， 处置响应室已经

劝阻事主10万余人次， 挽回群众
经济损失1亿余元， 拦截群众转
账汇款， 避免群众财产损失6亿
余元。 “即使我们被骂哭， 也会
边哭边劝阻， 努力打破群众对骗
子的盲从， 争取群众对我们的信
任 ， 牢牢护住百姓的钱袋子 。”
苏兴博说。

做反诈骗防范宣传员

“除了负责反诈中心处置响
应室外， 我还承担了反诈中心对
外防范宣传工作， 经常作为反诈
教官到各社区、 高校、 企业以及
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电信网络诈骗
防范宣传工作。” 苏兴博说， 打
诈骗、 防诈骗， 未雨绸缪好于亡
羊补牢， 更重要的是防范， 要让
百姓增强反诈意识， 更多地了解
反诈骗的信息。

于是， 苏兴博根据自己的工
作经验做了课件， 开始到大学、
企事业单位、 社区讲课， 让更多
的老百姓了解各种骗术。 为了让
大家听得进去， 他不断更新授课
内容，讲课方式也很灵活。在多年
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中， 苏兴博
发现每次1到2小时的授课时间，
并不能让群众完全了解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 而发放宣传单又过于
简单、作用有限，市场上售卖的一
些类似书籍由于作者并不是从事
反电诈的专业人员， 内容上不够
准确，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苏警官
反电信网络诈骗教战手记”，从受
害事主的角度剖析犯罪嫌疑人的
骗术， 分析提示如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在随后的各类下社区、进
高校的活动中， 他还把手记作为
奖品、礼物免费发放给群众。

功夫不负有心人， 去年仅苏
兴博拦截下来的资金就达上亿
元。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荣誉，苏
兴博说：“反诈这条路很长， 我愿
意一直走下去， 我多出一份力，
群众就少一分损失。”

———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苏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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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诈骗者斗智斗勇

———记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财务员王梅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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