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赵公口长途客运站驻站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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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文 孙妍/摄

从警三十年，护民心不变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为练就接警绝活，曾经“走火入魔”

“忠诚、 坚守、 执着、 热爱， 这
八个字， 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石
榴庄站派出所赵公口长 途 客 运 站 驻
站民警王聪颖从警时就在心中立下
的承诺， 也是从警30多年来， 她一直
坚守的信条。

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坐落于丰台区，
是北京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2008
年4月， 王聪颖从内勤岗位调至赵公口
长途车站。 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她
积极适应岗位需要， 虚心向有经验的
同志请教 ， 努力弥补自身工作上的
“短板”， 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外语和
方言， 总结摸索出了 《巡逻盘查工作
法》 《四勤工作法》 等工作方法。

工作中， 王聪颖以细致入微的观
察、 理性精准的判断、 沉稳缜密的盘
查、 果断灵活的处置， 至今已抓获在
逃人员百余名。

为了维护好站区安全， 她每天早
上第一个到车场， 中午从不午休， 而
且坚持夜里最后一个客人离站， 车站
大门落锁， 她才放心离开。 高强度的
工作下， 她已经磨坏了12双警鞋。

除了抓人破案， 王聪颖深知服务
群众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巡逻时， 除
了电台 、 警棍 、 手铐 等 必 带 警 务 装
备之外 ， 她还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
晕车药、 糖果、 针线包等 “小物件”。
“别看这些 ‘小物件’， 一旦遇有乘客

晕车 、 突发低血糖 、 掉纽扣等情况 ，
它们都能派上‘大用场’。 ”王聪颖说。

2020年1月23日， 是农历腊月二十
九， 在站内巡逻过程中， 一名年轻男
乘客引起了王聪颖的关注。 小伙子趿
拉着鞋， 脚跟冻得通红。 他在站内左
顾右盼， 在急匆匆赶车回家的人群中，
显得有点 “特别”。 王聪颖上前询问，
小伙子沉默不语， 不愿交流， 王聪颖
便给他端来热水， 买来面包、 火腿肠
和方便面。 之后， 又联系到了他在河
北的家人， 才得知， 他因工作问题离
家出走已有数日 ， 身上没带多少钱 ，
家人也在找他。 王聪颖为其购买了车
票， 并叮嘱家人按时接站。

当晚8点半， 车站发完最后一班车
后， 一名来北京找工作的女乘客因没
有买上车票 ， 在候车大厅不愿离开 。
女乘客说， 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 准
备用来买票，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住旅
馆。 王聪颖告诉她， 按照规章管理制
度， 车站清场后不准乘客逗留。 寒冬
时节， 为了不让女乘客受冻， 王聪颖
便联系了站旁旅馆， 帮其付清住宿费，
叮嘱她第二天一早便有返回山东老家
的车次。

2020年春节前夕， 新冠疫情开始
蔓延， 适逢春运， 赵公口长途汽车站
每日客流过万， 这让王聪颖立刻绷紧
了心弦。

“作为人流密集场所， 我们这里
一旦出现病毒携带者， 造成的传播后
果将难以设想。” 王聪颖说， 她立即协
调车站制定了相关措施， 密切关注车
站工作人员和站内乘客身体健康状况；
加大站内宣传防范力度， 提示往来乘
客出行期间勤洗手、 戴口罩、 不聚集。

疫情防控初期， 王聪颖每天十余
个小时坚守站内， 督促疏散人流， 严
防人员过密聚集。 2020年1月24日， 赵
公口长途汽车站封站管控、 暂停运营。
按理说 ， 王聪颖终于可以 “松口气 ”
了， 但是站内司乘公寓的63位 “特殊

旅客” 却成了她的关注对象。 这些住
户， 有的家在外地无法返乡， 有的春
节期间需要加班工作。 王聪颖与公寓
服务台的值班员共同坚守， 每日坚持
做好体温测试和信息登记工作， 并督
促公寓对重点部位定时开展清洁消毒。

“2021年春运又快到了， 对我们
来说 ， 又是一次考验 。 我们的工作 ，
虽然有一定的风险， 但想想那些在一
线坚持战斗、 忘我拼搏的白衣战士们，
我的这点风险也算不上什么。 守好责
任田， 护好一方人， 疫情不灭， 我决
不后撤！” 王聪颖坚定地说。

北京市公安局指挥部110接警中心民警

范超

“要用一份真情、 一份安慰来接
好每一个报警电话 ； 要用方便群众 、
服务群众、 维护群众的爱民之心来接
好每一个报警电话 ， 要将优质服务
贯穿工作始终 。” 有一位接警员将这
段话当做工作的目标， 一坚持就是14
年， 兢兢业业， 从无怨言。 她就是北
京市公安局指挥部110接警中心三科民
警范超。

2006年，范超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
后进入公安队伍并从事接警员工作。这
14年里， 范超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可谓
“走火入魔”， 她常常将工作带到生活
中，是朋友眼中的“工作狂”；她对工作
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将生活经验融入
工作中，是同事眼中的“好师傅”。

刚接触接警员这个工作的时候 ，
背地名、 背电话号码是很多人都觉得
犯难的事情。 范超也不例外， 但是她
会抓住每个可以记忆、 巩固的时间去
增强业务能力。

范超说， 自己乘坐公交车时会东
瞅瞅西看看， 注意路名， 看看路边有
什么显著标志， 然后记在心里。 等车
的时候也不会闲着， 总要把站牌上的
地名全部都背一遍才踏实。 有时候在
家里看电视， 新闻上只要提到跟接警
有些许关系的事情 ， 范超都会去记 。
这时候如果旁边人跟她讲话， 她也恍

若未闻 ，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
“对工作痴迷到这种程度 ， 可以算是
‘职业病’ 了。” 范超自嘲道。

有一次 ， 范超和朋友们出去玩 。
当路过一个小区时 ， 范超突然惊呼 ：
“原来这小区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啊 。”
闻言大家都诧异地看着她， 有人打趣
问她： “你平时还研究这个啊？” “是
不是要买房啊？” 范超也只是笑笑。 因
为接警的时候需要快速地做记录， 迅
速派警， 若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还要
去询问地名怎么写， 无疑会浪费宝贵
时间。 所以如果在外面看到自己不太
熟悉的地名， 范超就会一笔一划记下
来随时复习。

因为细心认真， 经验丰富， 年轻
同事们接到一些棘手的电话时， 都会
向范超求助。 曾经有一次， 范超接到
一位男子打来的电话， 称自己妻子接
到一个自称是 “公安局的人” 打来的
电话， 说她涉及经济诈骗案， 必须要
给他们汇钱。 妻子深信不疑非要给骗
子汇钱， 怎么都劝不住。 这可急坏了
全家人， 实在没办法， 只好向警察寻
求帮助劝劝自己妻子。

范超让其妻子接过电话， 一面稳
定住事主的情绪， 一面从专业角度向
她耐心解释 ， “如果您有违法行为 ，
警察是不会打电话通知您的， 这种做

法不符合法律程序……” 女子还是听
不进劝， 情绪仍旧激动。 范超见状寻
思了几秒后一转风格， 换了种 “老百
姓聊天” 的方式， 站在一个普通妻子、
母亲的角度， 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引起
对方的共鸣， 最终情理结合赢得了事
主的信任和理解， 及时劝阻住了即将
汇出去的十万元。

“接警员只能通过电话这个信息
传播渠道与群众进行沟通， 无论是什

么报警电话 ， 也只能用言语去传达 ，
所以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门极其
重要的工作方法。 一定要将这门技艺
练得 ‘炉火纯青’。” 范超感慨道。 接
警员们很难像刑侦民警那样有冲在前
线的机会， 也很难像派出所民警那样
跟社区群众打交道， 他们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却倾听着无数百姓心声、
家长里短， 永远用最饱满的姿态， 去
迎接下一次铃声的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