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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老式28自行车陪伴他多
年， 无论寒冬酷暑， 无论白天黑
夜， 北京语言大学社区的居民们
总能看见他骑行穿梭的身影， 在
这里， 社区民警丁涛与居民们共
同度过了23年时光。

居民们说： “他生活在我们
社区， 是儿子、 是兄弟， 更是党
组织在社区的代表， 角色多重而
温情。 我们有困难自然而然就想
到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 是
我们最信赖的依靠。”

永怀“民之安，警之
责”信念

“民之安， 警之责” 丁涛一
直怀有这样的信念。 1996年， 丁
涛接管了北语社区。 北语社区位
于高校云集的学院路和成府路交
汇点 ， 毗邻 “宇宙中心 ” 五道
口， 当时， 社区没有物业管理，
物技防设施落后 ， 盗窃案件频
发。 丁涛在居委会支持下， 组建
了一支40余人的保安队伍， 每天
他带队巡逻， 常常工作到凌晨三
四点钟 。 看到丁涛这样玩命工
作 ， 社区居委会李主任劝他 ：
“工作要干， 但别拖垮了身体。”
丁涛总是说： “居民晚上睡不踏
实， 我就睡不踏实。” 以打促防，
十余年来丁涛言传身教， 带领保
安队昼夜奋战换来了社区平安。
现在提起这支曾因协助抓获逃犯
被嘉奖的队伍， 丁涛一点不掩饰
内心的自豪： “就是不穿警服的
警队！”

2017年5月， 丁涛兼任了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 他开始筹谋构
建 “警社联动” 格局。 在保安队
基础上 ， 丁涛组建了由社区党
员、 流管员、 楼门长、 居委会、
保卫处干部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
警务团队 ， 力量达到400余人 ，

他依托社区警务室开办警务团队
成员训练营， 分期、 分批向警务
团队成员教授安防知识， 大大提
高了发现处置警情、 隐患问题的
能力和效率， 实现了从 “单打独
斗” 到 “群防群治” 的蜕变。

继而， 丁涛又协调语言大学
开展 “科技创安”， 社区增加技
防设施， 实现了从 “人力看控”
到 “智慧防控” 的飞跃。 现在，
只要社区警情一冒头， 群防群控
预警信息立即启动， 警务团队迅
速应急反应。

“现在我们社区 ， 没有大案
子， 我们将重点放在涉及群众日
常生活的小案小事上 ， 立足民
情， 预防为先， 今年阻止了电信
诈骗10余起， 为群众挽回损失16
万余元。” 从严打严控到秩序井
然， 再到前瞻性防控， 在丁涛的
不懈努力下， 北语社区治安形势
长期稳定良好， 多年未发生三类
可防性案件， 社区连续多年获得
“平安社区” 称号。

下活化解矛盾纠纷
的“先手棋”

社区中居民李某是个 “酒腻
子”， 因为丢了工作， 又逢哥哥
与其争房产， 每每借酒消愁， 就
来居委会哭闹： “我没钱吃饭没
地儿住 ， 我就在这儿吃住了 。”
有时甚至躺地上。 丁涛接管社区
闻听此事后， 告诉居委会， 再发
生这样的事立刻向他汇报 。 一
次， 得知李某又到居委会闹事，
丁涛迅速赶到居委会， 当面向李
某详细解读了法律条文， 并告知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李某听
后气焰立减， 撤离了居委会， 再
也没来闹事。 但丁涛没有忘记李
某心结所在， 他联合居委会多次
登门协调了李某房产纠纷， 又帮
他在街道巡防队找到一份工作。
上班的那一天， 丁涛亲自送李某
到巡防队， 李某哭了： “我兄弟
姐妹四个都没你关心我， 你就是

我亲弟。” 丁涛说： “以后有什
么事尽管来找我。”

2019年3月15日夜 ， 丁涛接
到一居民电话 ： “要出人命了
……” 刚值完班的丁涛匆忙来
到社区17楼。 原来楼上楼下住户
因为隔窗扔垃圾早有嫌隙， 这天
楼上扔的烟头竟点燃了一楼的摩
托车棚， 一楼住户怒火中烧， 拎
菜刀就上了楼， 喊着： “谁扔的
我砍了谁！” 丁涛一把夺下菜刀：
“您别冲动， 我一定处理好。” 当
晚， 他挨家挨户敲门做工作， 又
找来了一把伞罩在了烧出窟窿的
车棚上。 第二天丁涛将住户们邀
请到居委会， 从法理讲到人情，
最后和颜悦色地说： “远亲不如
近邻， 楼上楼下住着是缘分， 何
苦这样呢？” 一场诚恳的谈话后，
几家人有了新的理解和沟通， 互
相道歉握手言和。 随后丁涛布置
楼门长和民调员跟进调解， 高空
扔垃圾的戏码再也没有上演。

“明者远见于未萌， 智者避
免于无形”， 以一个优秀社区民
警的职业素质， 丁涛对各种矛盾
纠纷具有敏锐的前瞻性 、 预见
性， 2017年8月， 北语社区警务
室作为全市首批7×24小时警务室
开展值守， 依托警务室丁涛迅速
建立了社区调解室， 聘请辖区人
熟、 地熟、 有威信的退休党员担
任民调员， 下活了一盘盘化解矛
盾纠纷的 “先手棋”。 两年来调
解室化解纠纷400余起 ， 社区各
类纠纷发生率迅速降低。

用行动温暖少人问
津的世界

社区有一家空巢老夫妇。 丈
夫老王2012年11月的一天突发脑
溢血， 言语不清， 不能动弹。 丁
涛闻讯赶到， 将老王背下楼驾车

送往医院。 那天医生说， 幸亏送
的及时否则患者性命不保。 老王
康复后， 逢人便讲： “丁警官救
了我一条命。” 后来， 老王爱人
岳阿姨得了癌症， 丁涛又多次送
岳阿姨去医院化疗， 有时实在走
不开， 就把自己私家车借给老两
口。 今年5月， 岳阿姨病逝， 痛
失老伴的老王不吃不喝。 “阿姨
在天上看着呢， 您要这么折磨自
己， 阿姨怎么放心啊！” 丁涛熬
了热乎乎的小米粥 ， 吹着热气，
一勺一勺送到了老人嘴里。 老人
老泪长流： “今后我的亲人就剩
你一个了……” 丁涛也掉泪了：
“您别这么说， 有社区党组织在，
我们都陪着您！”

针对社区老龄化严重， 精神
病患、 残疾人多的实际情况， 丁
涛以民为本， 情倾孤寡， 依托社
区党支部， 专门建立 “老年活动
站 ”， 并利用党员双报到机制 ，
拉起了 “党员夕阳红帮扶队 ”，
发动社区党员深入到孤寡空巢老
人、 残疾人及困难家庭扶危救困
……像一束照进幽谷的阳光， 温
暖着一个少人问津的世界， 丁涛
带领社区团队为这个特殊群体日
夜奔忙着———他的衣兜里永远有
着一瓶为老人专备的速效救心
丸， 有些连亲生儿女都想不到做
不到的事情， 他都自然而然地一
天一天做着并乐此不疲。 每年除
夕夜， 他都放弃合家团聚， 与孤
寡、 空巢老人一起过年守岁……

曾有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
影 《今天我休息》 讲述了一个助
人为乐的普通民警马天民的故
事， 从此， “马天民” 成了为百
姓排忧解难的中国警察的代名
词。 丁涛每天做的也是一些平凡
琐事， 但就是这些小事长久地温
暖、 感动着居民们的心。 23年，
因爱之名， 用爱守护！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警灯长明 照亮一方祥和
———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北京语言大学社区民警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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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英 李亚伟

（2019年9月第4周）

志愿宣传垃圾分类走在全区前列
梁桂玲冯乐平闫素平

闫素平， 女， 1955年9月出
生， 延庆区石河营西社区党支部
书记。

自2016年主管垃圾分类工作
起闫素平凌晨5点必醒， 带领80
名分类指导员宣传指导， 对不理
解者加倍耐心， 居民已从随意投
放转化为有意识分类。 2018年5
月她又带动8名志愿者组建了宣
传队， 通过三句半、 快板书等形
式活跃在12个社区的大街小巷，
工作始终走在全区前列。

冯乐平， 女， 1962年2月出
生， 北京庞各庄乐平农产品产销
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7年创办全国首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冯乐平， 与科研院所
合作培育开发引进的西瓜品种达
百余个、 攻关课题10余项已成为
行业标准制定者。 建成 “中国西
瓜生态文化创意博览园” 的她把
产业带入高附加值的全新模式延
伸至全国， 入社农户由6户增至
850户辐射带动3000余户。

西瓜女王带动农户产业致富 病榻守护15年 无边母爱待奇迹 救危扶困 三年间四出援手
吴秀英，女，1962年2月出生，

顺义区仁和镇澜西园二区居民。
吴秀英再婚时继子6岁她视

若亲子， 不料2004年继子20岁时
遭车祸成为植物人。 吴秀英辞去
工作终日守在身边， 清理气管吸
痰、 换纱布、 用针管往胃里 “喂
饭”、 用手抠出大便、 防生褥疮
每三四个小时翻身擦洗；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吴秀英说只要我在
就不让儿子受委屈， 她坚信奇迹
会出现， 至今已15年。

老党员促文明养犬 社区面貌一新
梁桂玲， 女， 1952年6月出

生， 通州区天时名苑小区居民。
2017年梁桂玲参与社区文明

养犬工作后 ， 加入了年轻人的
“狗狗爱心群” 定期组织捡拾活
动 ， 协调居民在小区安装了指
纹 取纸机 、 智能堆肥箱和语音
提示牌， 连接各方资源线上普及
知 识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 线 下 开
设 “萌宠文明学院” 训练狗狗的
文明礼仪。 文明养犬在社区蔚然
成风。

李亚伟， 男， 1979年3月出
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员工。

2017年他在昆玉河边见有落
水者遂探身抓住， 在路人帮助下
将其救上岸； 同年他一老乡煤气
中毒身亡留下孤儿寡母正被急
救 ， 他捐钱并为其筹款四万多
元； 2015年路遇骑车人撞上护栏
受伤， 送医院垫付药费； 2016年
为一寻亲孤老买来吃喝并报警，
将身上200多元悉数掏给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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