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人物】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张瞳│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张旭│２０20年 11月 9日·星期一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把保一方平安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西罗园派出所

走进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
西罗园派出所荣誉室， 奖牌、 奖
杯、 证书密密麻麻地摆放在展柜
里。 从全国一级派出所到全国精
神文明先进单位再到北京市模范
集体 。 这一串沉甸甸的褒奖背
后 ， 叙说着一段又一段民警故
事。 这每一项荣誉， 是民警用荆
棘和汗水铸就的辉煌； 每一顶桂
冠， 是民警向荣誉高峰攀登的风
雨历程； 每一面锦旗， 是民警和
群众鱼水般深情的写照。 “这与
其说是荣誉， 不如说是一个基层
警队执法为民能力以及服务群
众、 管理社会水平的资质认证。”
西罗园派出所所长王鹏说。

“圆桌会议”打造平
安社区典范

“每天都能在社区看到杨子。
我们心里很踏实，很有安全感。 ”
说起治安， 西罗园第一社区居民
陈先生说。 而陈先生津津乐道的
“杨子”就是西罗园派出所第一社
区民警兼第一社区党委副书记，
人称“片警杨子”的杨秀奇。

在西罗园派出所的历史里，
杨秀奇的名字绕不过。 在西罗园
提起他可谓家喻户晓。 提到他所
获荣誉，那可是首都民警的榜样：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模……而在社区，只
要群众来找他， 一准儿有难事急
事， 而杨秀奇也总在第一时间想
办法为他们排解。 “我把群众当亲
人，群众把我当成自家人。他们有
啥需求，直接来找我；心里有啥想
不开的，也乐意和我念叨念叨。我
是他们认可的‘片警杨子’。 ”杨秀
奇说。这一份认可，是从他为社区
搞卫生开始的。

1979年12月， 杨秀奇成为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名雷达
测试员。 5年后，他从部队转入警
队， 来到丰台分局西罗园派出所
当了一名社区民警。 但那时候的
“杨子”并不被居民知晓。

刚到社区， 入户走访是开展
社区警务的“第一课”。 杨秀奇却
因为面生，经常吃“闭门羹”。 “这

事不琢磨不行。 总要让群众先认
识我。 ”杨秀奇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杨秀奇
所管辖的第一社区常年没有人清
理垃圾， 楼道内外垃圾成山， 特
别是到了夏天臭气熏天， 刚参加
工作的杨秀奇到了管片后第一件
事就是帮小区里15栋楼的居民掏
垃圾 。 于是 ， 他借了一辆小推
车， 天天在社区做卫生。 20多天
后， 小区干净了， 小区的路也熟
了。 更重要的是他和社区住户也
混了个半熟脸儿。 随后， 杨秀奇
又着手修路， 在社区里种树、 建
草坪……渐渐地杨秀奇被居民们
熟识起来 。 “和居民慢慢熟悉
后， 我再去走访都能进得去门、
谈得上话了 。 ” 杨秀奇说 。 这
“一访一谈”， 就是30多年。

经过长期实践和摸索， 在开
展 “一访一谈” 中， 杨秀奇利用
社区资源， 成立了 “圆桌调解工
作室”， 将律师、 调解员、 居民
代表等有影响力的人物吸收进
来， 专门调解矛盾纠纷。 工作室
从成立到现在， 调解结果得到了
社区居民的认可， 调解模式得到
了宣传推广， 影响力在不断地扩
大提升。 再后来，杨秀奇又把“法
制大讲堂” 搬到了社区， 组建了
社区巡逻队， 安装了充电桩……
“牵头落实这些事情， 我身为社
区民警， 有些是分内事， 有些并
不完全算， 但考虑到百姓需要，

做就做了 ， 还要做成 、 做好 ！”
杨秀奇说。

警察师徒用“秒针精
神”保辖区安定

杨秀奇认为派出所工作琐
碎、细小，就像是表里的秒针，走
的快了慢了都不行， 只有每秒准
时动一下，把该干的干好，才能推
动各项工作平稳向前， 特别是关
乎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 连一秒
钟都不能耽搁。

杨秀奇也想把这种 “秒针精
神”传给了他的徒弟。分局党委曾
专门创办“杨秀奇学校”，让他培
养更多的优秀社区民警。至今，杨
秀奇的学生和徒弟多达183名，扎
根基层。 西罗园派出所打击办案
队副队长张涛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3年， 张涛和他的师傅杨
秀奇被评为北京市公安局 “十佳
师徒”。 如今，张涛也像师傅一样
收了徒弟。他的徒弟王龙，现为西
罗园派出所民警。 杨秀奇、张涛、
王龙3人的师徒故事亦成为西罗
园派出所的佳话。

拜师几年来， 王龙从张涛身
上学到最多的就是他办案子的那
股钻劲和韧劲。 2016年， 为适应
“两队一室”警务改革，派出所成
立打击办案队。队伍成立初期，为
提升打击能力， 张涛带着王龙不
断向兄弟单位学习， 请教如何摸

排线索、 深挖案件， 如何打联动
仗、搞攻坚战，力争让所里的打击
破案工作有新突破。

那年， 西罗园派出所辖区连
续发生多起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
件， 辖区群众安全感受到很大影
响。 张涛和王龙带着所里民警开
始了侦查工作。 在调取数百小时
的监控录像、 走访几十名相关人
员之后， 终于确定了租住在西站
附近的两名嫌疑人。 蹲守工作随
即展开， 一蹲就是一个星期。 最
后， 在两名嫌疑人准备外出再次
作案时被抓捕归案。 但嫌疑人完
全不配合讯问， 作案工具也未找
到。 张涛沉下心来重新梳理嫌疑
人的行动轨迹， 终于发现两人在
被抓之前曾到一快递公司将一吹
风机寄回广西老家。 经过多方协
调， 他们将已经到达广西的吹风
机截获，并从其内查获现金、金银
首饰、手表等贵重赃物。 至此，查
找作案工具成为让案件证据闭合
最重要的环节。

“师傅，两个贼也拘了，被盗
的赃物也起获了， 咱们为啥还要
耗费精力去找作案工具啊？ ”看到
张涛还没有停手的意思， 王龙不
解地问道。

“咱们抓贼的目的是什么？证
据链不坐实， 不能最大限度地打
击犯罪， 依法处理这些职业犯罪
团伙就更难了。 ”张涛说。

随后， 他带着王龙又回到抓
捕现场， 对嫌疑人暂住地一遍一
遍地搜查，24层高的居民楼内不
知道跑了多少次。当他们第6次现
场搜查的时候， 王龙在楼道内的
一个通风管内找到了嫌疑人藏匿
的作案工具。

如今， 王龙跟随师傅张涛的
脚步，逐渐成为所里的青年骨干，
在新的起点上开启征程。

“派出所大内”营造
温情和亲情

郭雁是西罗园派出所的一名
民警， 如何定义她的岗位， 这还
真不太好说。 她在值班的日子里
会在户籍室办理户口， 在平时不
值班的日子里， 她基本还操持着

全所的内勤工作， 人手紧张的时
候她会和社区民警一同下社区工
作、 和巡逻民警上街巡逻。 由于
她的责任心强， 所里把她安排在
重要的岗位———内勤。 内勤被戏
称为 “派出所大内”。 这个岗位，
不止业务精湛， 各个方面都要面
面俱到， 是一个承上启下， 保证
单位顺畅运转的关键岗位。 虽然
郭雁身兼多职， 但她在民警们心
中更多的是 “大雁姐”。 由于工
作压力大 ， 民警也会有情绪低
落、 想不通的时候， 这时候很多
人都会来找郭雁， 说说自己的烦
心事。 郭雁是个热心的人， 她细
心聆听， 耐心劝导。

在西罗园派出所的楼道墙
上，挂着一帧帧相册。 原来，工作
中郭雁经常用相机记录同事的点
滴工作与生活， 并把经典照片整
理出来展示。 “就像家里的照片
墙， 让民警回到派出所就有了家
一样的感觉。”郭雁说。除此之外，
她每个月变换主题的为民警们操
办主题生日会， 量身定制策划不
一样“party”。 “其实民警要求的很
少， 他们有时就想和家人吃一顿
家常饭，那些饭菜是家的味道，派
出所的饭菜再香也替代不了，可
是一旦工作忙起来， 这种小要求
变得很奢侈。 ”郭雁说。 为了给大
家打造“家”的味道，派出所动员
民警拿出看家的厨艺， 派出所提
供食材，民警下厨炒几个小菜，让
大家品评。

每次遇到安保期间， 派出所
的民警们都很忙， 有的民警甚至
一个月都回不去家， 郭雁和民警
家属联系，录制了小视频，然后做
成了一部 《你安心工作， 我们等
你胜利回家》的短片，在一次集体
会上突然给大家播放， 一个惊喜
不说，好几位民警被感动哭了。

“基层苦、 基层累， 但劳累
中依然有正能量， 无论老同志还
是年轻同志， 没有抱怨， 只有补
台与奉献。” 所长王鹏说。

今年是西罗园派出所成立34
周年， 老先进集体正在焕发新活
力， 目前， 西罗园派出所正在争
创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他们
在前进的路上将走得更远。

庞冀豫：善为职工心理把脉的“知心姐”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郝晓月/摄

“庞姐， 我这心里真是堵得
慌， 我这好心怎么总被当成驴肝
肺啊！” 办公室小贾一脸惆怅地
和庞冀豫倾诉。 “小贾别急， 有
啥烦心的你慢慢和我说， 先喝杯
菊花茶。” 说着庞冀豫把热气腾
腾的菊花茶递给了小贾。

庞冀豫是中建二局一公司陕
西分公司西安综合管廊201项目
的项目书记， 也是项目工会支会
主席 ， 作为85后的青年工会干
部， 她深得职工们信赖。

看到小贾焦急惆怅的表情，
庞冀豫赶紧安抚。 原来， 小贾因
为刚结婚 ， 生活上琐事突然增
多， 加之近期工作压力增大， 在
处理工作问题上和同事出现了一
些小摩擦 。 庞冀豫了解完缘由
后， 先对小贾的工作方式方法进

行耐心的指导。 考虑到工作量的
增加， 她将小贾的工作任务进行
了合理分解， 适当降低工作量，

减轻其工作压力 。 随后多次以
“过来人” 的身份传授女性在权
衡家庭与工作上的点滴心得， 渐
渐地小贾放开紧绷的心弦， 以积
极向上的心态平稳地回归到工作
岗位， 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
谐， 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

“心里犯堵了就找咱们工会
庞主席， 她可是咱们的娘家人儿
呀！” 项目食堂大姐乐呵呵地说。
庞冀豫已经成为西安综合管廊
201项目职工的 “知心姐 ”。 自
2017年初项目成立工会支会以
来 ， 她就担负起了工会 “娘家
人 ” 的角色 ， 积极维护职工权
益、 协调劳动关系、 关怀慰问困
难职工、 教育引导职工群众练就
技能本领等。 同时， 她特别关注
职工心理健康， 在职工之家中开
设心理咨询专栏， 通过布置心理

辅导书籍、 设置职工申诉渠道，
开设心理健康咨询台， 邀请心理
方面专家开展心理辅导、 职业生
涯规划培训等等， 时常与职工进
行促膝长谈， 疏导职工心理， 解
决工作和生活矛盾， 使同事之间
关系更加融洽， 项目团队氛围更
加和谐友善。

“职工的事无小事， 心理问
题具有隐秘性、 多样性， 作为工
会干部更需要具备很强的洞察
力、 沟通力。” 这是庞冀豫常说
的话。 有一次， 一名职工一进门
便哽咽不止 ， 庞冀豫先递上纸
巾， 端上一杯茶递给职工。 茶喝
到一半， 职工情绪渐渐稳定， 道
出缘由。 因为亲人突然逝世， 职
工无法接受现实 ， 情绪波动较
大， 无心工作， 想要离职。 这样
的情况庞冀豫之前也曾遇见过，

从安慰职工、 慰问家人， 到从职
业生涯规划、 生活成本等方面分
析了离职是否明智， 让职工逐渐
回归到正常思维， 接受现实， 提
振信心， 保持良好心态。

庞冀豫从事工会工作3年多
来， 接触了许多困扰职工的心理
问题， 有新员工入职前期因不适
应新环境出现的心理困扰， 职工
职业生涯瓶颈期出现的心理压
力， 大龄男青年在交友方面的困
惑，有离职倾向的职工心理变化，
职工家庭变故引起的心理波动
等。 这些影响心理健康的各种问
题，关乎职工个人及企业的安危，
需要及时疏导心理问题。 在庞冀
豫那里有一本台账， 记录着每个
职工家庭基本情况以及性格特
点，随时随地洞察职工心理，主动
了解，发现不好苗头就立即纠正。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民警张涛（右）指导徒弟王龙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