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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劳动的礼赞 凝聚奋进的力量
———2020年东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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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神探”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韩悦 郭鹏

服务为民的社区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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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公安工作25年来， 他一直坚守在
王府井大街， 负责街面巡控、 打击和维稳
工作。 负责保安联防队后， 他更是用超强
的工作毅力和攻坚克难的能力， 将这支队
伍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就是东城公
安分局王府井大街派出所民警曹雪松 。
2000年和2008年， 曹雪松两次被北京市政
法委评为 “北京市人民满意的公安民警”；
2017年 ， 他获得 “首都劳动奖章 ”； 2020
年， 他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
号。

入警初期 ， 曹雪松跟着师傅学抓扒
手， 每天在外边跑十几个小时， 脚上磨出
好多个水泡， 晚上挑破了拿绷带缠上第二
天继续跟 。 “体力上的比拼靠勇气和坚
持 ， 但跟嫌疑人斗智 ， 还要靠时机和经
验。” 曹雪松说。 一开始， 跟踪嫌疑人看
他们作案的时候， 曹雪松其实比扒手还紧
张。 经过磨练和实践， 他不仅不再紧张 ，
还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守在王府井大街的
“神探”。

东城区历史文化悠久， 旅游景点和商
圈星罗棋布 。 为了彻底整治辖区治安环
境， 2017年2月， 东城警方开展了 “百日百

警专项打扒行动”， 一支神秘的队伍进驻
到王府井街区， 曹雪松是其中一员， 参与
了这次行动。

一天傍晚， 曹雪松与同事身穿便衣游
弋在拥挤人群中 。 原来 ， 就在5分钟前 ，
王府井大街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 ，
一名游客在小吃街手机被人偷了。 既要搜
寻可疑的作案者， 又不能动作太大打草惊
蛇， 曹雪松与同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
目光却在小吃街的人群中扫视。 这时， 曹
雪松与同事发现了举止异常的两人， 这两
人并不像游客那样顺着人流行进， 眼神在
人群中闪烁漂移， 视线汇集之处都是游客
随身携带的财物 。 “长期干反扒的都明
白， 贼也挂相， 他们在人群中 ‘扫活儿’，
同时警惕性也极强， 有时便衣民警和他们
一旦对视， 对方便立即收手。” 曹雪松说，
“干多了就会知道， 他们的眼神和正常人
绝对不一样。” 于是， 便衣民警悄无声息
地跟踪在两人身后。 几分钟后， 就在两人
正在掏另外一个游客的挎包时， 民警一拥
而上将两人擒获。

面对严峻复杂的社会治安维稳形势 ，
曹雪松始终保持着敏感敏锐， 扎实做好巡

控工作。 他潜心钻研， 悉心积累， 通过敏
锐的观察与实践， 总结出了传统工作方法
加科技手段的工作思路。 他发动并组织了
王府井地区的商家单位、 物业公司成立治
安志愿者巡逻队。 同时，依托视频系统，把
“天网”视频监控与“地网”警力布控有机结
合，做到信息灵通、耳聪目明。 25年来，曹雪
松始终战斗在一线， 组织带领辅警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13万余人， 其中刑拘
313人，行政拘留1979， 破案323起。

针对打击防控 ， 曹雪松总结出 “三
会” “四勤” 工作法， “三会” 即每天警
情实时通报会、 每周班组长案情分析会 、
每月全体队员总结会， 实时掌握警情、 把
握案件规律、 科学部署打防， 使发现 、跟
踪、抓捕、看守各个环节更精细和有效；“四
勤”即腿勤、眼勤、脑勤、嘴勤，他每日在辖
区内案件高发区域不间断巡逻， 过滤视线
之内的每一张面孔， 分析看到的每一个可
疑的眼神和行为， 虚心向老同志请教、 沟
通。 他带领的反扒队的打击能力和破案质
量， 在东城分局各派出所始终名列前茅 。
并数十次帮助与亲人失散的老人、 儿童找
到家人， 并多次救助群众于危难之中。

文思敏是东城公安分局建国门派出所
的社区民警，22年来，在建国门街道西总布
社区， 他时刻将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以
“走千家进万户”的工作模式，用脚步丈量
社区土地，与社区群众打成一片。 2020年，
文思敏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
号。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安保中 ，
西总布社区共有18处制高点， 其中4处可
视居民楼制高点， 东城分局要求按照4+1
模式管理， 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接到任务
后， 文思敏开始入户登记调摸， 进行疏导
劝说工作……期间 ， 他时刻保持最佳状
态， 并没有因为对辖区情况了如指掌而放
松、 漏掉任何一个环节。

入户调摸中 ， 由于辖区流动人口居
多、 人员成分复杂， 而且没有生活规律，
导致与业主面对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调查
工作十分困难。 文思敏不厌其烦， 一遍一
遍的拨打电话、 一次一次的上门沟通……
不管白天深夜， 他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住户

家中见面核查。 为了将调摸材料及时进行
整理上报， 他曾连续工作48小时。 由于出
色完成了调摸， 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 文思敏利用
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的优势， 将社区党建
与社区平安建设紧密结合， 依托 “党组织
和在职党员双报到”， 推动专业力量和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他针
对辖区实际情况， 自创 《西总布日租短租
台账》 进行管理， 有效提升社区整体治安
环境。 同时， 他挑选认真负责的治安积极
分子为楼门长、 院长， 并建立了含有社区
治保主任、 流动人口协管员的胡同自管会
微信群， 动员居民们对陌生外来人员和治
安隐患及时上报。

文思敏与社区干部一起， 多次召集社
区全体主任干部开座谈会， 共同分析判研
辖区内存在的漏洞、 隐患。 并据此加强对
各类工作对象的管控 ， 逐人入户见面走
访， 养鸽户、 养犬户等都要求责任落实到
个人， 同时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 多

次会同办事处 、 流管办 、 综办 、 消防支
队、 物业保安清理整治有消防隐患的大杂
院， 通过多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将风险降到
最低， 保障辖区安定。

疫情发生后， 文思敏配合街道、 社区
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全面开展社区
人员返京情况核查登记， 主动向群众进行
疫情隔离防护知识宣讲， 敦促辖区企业单
位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针对辖区所有在住
居民逐一进行摸排， 对离京返京人员进行
地毯式排查 ， 共走访摸排返京人员400余
人； 检查出租房屋130余户、 300余人； 走
访门店8家， 落实四方责任并签订责任书；
摸排辖区内部单位26家。

在疫情防控中， 文思敏充分发挥 “穿
警服的副书记” 的职能作用， 将疫情防控
工作的触角延伸至社区的每个角落， 严格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措施，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如今， 文思敏依然在岗位上， 继续书
写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次次站在离死神
最近的地方， 他们临危不惧， 与凶恶歹徒
机智周旋 ， 神勇擒敌 ； 他们为了惩治罪
犯， 经常风餐露宿， 不怕千里奔波； 他们
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让年轻的生命承载
起厚重的责任与使命。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
分局刑侦支队重案一中队中队长杜佐就是
他们当中的一员。 2020年， 杜佐荣获 “北
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02年 ， 杜佐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
2005年4月， 他调入刑侦重案岗位， 成为一
名侦查员。 工作中， 杜佐凭着专业知识和
韧性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刑事案件， 抓获
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 2012年至今， 自
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的目标后， 东城区一
直保持命案破案率100%， 杜佐几乎参与了
东城区全部命案的侦破工作， 成为一名高
效破案的侦查员。

2007年夏天， 区域内发生了一起抢劫
杀人案， 被害人凌晨从网吧离开回家时 ，

被人连扎数刀，并抢走随身财物。 当时杜佐
还是一名普通的侦查员， 在案件中负责查
看、调取网吧的监控录像，以确定被害人离
开网吧时的随行人员。 经过查看录像，被害
人离开网吧时没有被人尾随， 也没有同行
人员。 但是， 录像中一名男子的行为细节
引起了他的注意， 该男子迈出网吧大门前
曾回头观察过在吧台结账的被害人。 这一
细节让杜佐感觉该男子具有作案的嫌疑 ，
并将该情况上报专案组， 专案组将该男子
列为重点嫌疑人进行排查。 随着案件的深
入调查， 技术部门反馈被害人被抢走的手
机卖到了一个二手市场， 在回放嫌疑人出
售手机的录像中， 杜佐发现出售手机的人
正是网吧中的男子， 至此作案的犯罪嫌疑
人确定。 杜佐在查看录像的过程中还发现
嫌疑人离开市场时与门口保安员曾经有过
对话， 他认定两人认识。 通过访问， 最终
确定犯罪嫌疑人是二手市场隔壁商场的保
安员， 该案最终通过杜佐细致的观察成功

破获。
2017年10月17日， 天津市发生一起持

枪杀人案 。 案发后 ， 犯罪嫌疑人持枪潜
逃 。 根据专案组通报的情况 ， 杜佐发现
2017年9月21日嫌疑人在协和医院北门外的
踪迹， 在查看录像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遗
留在协和医院北门外一辆自行车 。 于是 ，
他连续观看了近一个月的监控录像， 发现
嫌疑人在案发后第二天深夜， 将自行车移
动到医院西门后离开 。 他及时将情况上
报， 专案组组织警力布控， 并于次日清晨
将犯罪嫌疑人邹某抓获， 当场起获制式手
枪2支、 子弹100余发， 为保障党的十九大
顺利召开及时消除了重大隐患。

近年来，北京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会议”“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数次大型
活动。 杜佐与同事们克服安保工作中警力
不足的困难，为这些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
成功举办默默奉献， 践行人民警察铁肩担
当写忠诚的国家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