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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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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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在急难险重
第一线的城管人

他带着一个背包开始一天工作的法
官， 在同事们的眼中， “马不停蹄” 是他
的日常状态； 他带领团队深入各街区， 开
展巡回审判， 从 “医、 食、 住、 行” 各方
面帮助百姓快速、 零成本解决法律纠纷 ，
让百姓近距离感受到法官的亲切感和热心
肠， 被誉为 “背包法官”。 他就是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诉调对接
组组长冯晓光。 2020年， 他荣获 “北京市
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10年，冯晓光来到东城区人民法院，
先后在政治处干部科、督查办、民二庭、立
案庭工作。 别看他年纪不大，但是民商事审
判经验却很丰富， 他办理过医疗、 交通事
故、民间借贷、买卖租赁、保险合同、财产损

害赔偿、继承析产、劳动争议等各类民商事
纠纷3400余件，是个典型的“多面手”。 他办
理的案件，无发回改判，实现了“零信访、零
投诉”的好效果。

2019年4月， 冯晓光开始承担法院的诉
调对接工作。 每天，他背着鼓鼓的大书包、
带着卷宗、法袍和电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
巷，到街道司法所、交通支队、劳动监察队、
医疗纠纷调委会和百姓家里， 开展诉前调
解和巡回审判工作。

东城寸土寸金，房屋价值高，老旧四合
院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继承问题很复杂。
大量的房产继承问题被搁置， 将成为更复
杂的问题。 公证继承，百姓难以找齐繁杂的
证明材料； 走诉讼， 又掏不起高额的诉讼

费。 面对百姓的两难境地，冯晓光充分运用
司法确认程序， 全程指导当事人如何搜集
证据材料，遇到难题主动帮助调查取证，联
合街道司法所把所有证据准备工作做在前
面，确保老人们“只跑一趟”，实现“一站式
调解”。 通过这种便捷方式，2019年，冯晓光
就帮助全区203个家庭完成了“不花钱”的遗
产继承。

11年来， 冯晓光走遍了辖区的大街小
巷。 “无争、无讼、安宁，让大家更幸福一些，
这是我心中所想，也是每一个法官所想。 ”
冯晓光说，“熟悉的环境给人安全感， 更容
易解决问题。 所以，我会继续走街串巷地跑
下去，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解决法律纠
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

刘超颖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她长期致力于
对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强有力的关爱和救
助。 她认为， 未成年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
后，不仅需要关爱，更需要有针对性地施以
救助，这也是未检检察官的使命所在。 刘超
颖先后荣获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
进个人”“北京市优秀检察官”等荣誉称号。
2020年，她荣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
称号。

从事未检工作9年来，刘超颖时刻牢记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 高度重视少年司法理念的贯彻落
实，持续强化对“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
式的理解与应用，不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
办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多、 质量

高、效果好。 她面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
理难题，迎难而上，组建专门办案组，承办
部门受理的全部该类案件，统一办案标准、
拓展办案思路。 共经办400余起涉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年办案量始终超出部门人均办
案量的50%以上， 无一例错误或瑕疵案件，
且通过纠正违法、 抗诉等方式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 她办理的丁某帮教案被评为2017
年度北京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精品案件 ，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小阳案被评为2019年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社会支持建设工作十大典
型案例。

在办案过程中， 刘超颖严格执行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特殊规定， 坚持少
捕、慎诉 、少监禁的刑事政策，对于犯罪情
节轻微的未成年人， 利用不起诉等程序进

行训诫和教育，促其真诚悔过，不致再犯；
对于犯罪性质、情节恶劣的未成年人，该捕
的捕 ，该诉的诉 ，坚决避免 “宽容 ”异化为
“纵容”， 既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保护，也做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工作。

“我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但
对于被害人而言， 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重
生。 被害人由此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具备了有尊严地活着
的勇气和底气。 温情与感动总有传递之时，
必将获得更多认同与支持。 ”刘超颖说。

与此同时，刘超颖不断学习专业知识，
每天阅览专业书籍、指导案例，还动员办案
组成员加入学习活动， 形成了浓郁的学习
氛围， 为依法高效履行检察职能奠定了良
好基础。

为了提升辖区治安秩序 ， 他亲力亲
为， 整顿黑车黑摩运营、 无照游商揽客等
顽症； 为了辖区居民安定幸福生活， 他协
同各方力量一起排查出租屋和存在的消防
隐患； 在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安保工作中， 他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
派出所所长刘威。 2020年， 他荣获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针对一度猖獗的黑车黑摩运营、 无照
游商揽客等顽症，刘威抽调警力，组织“社
会面秩序打整专班”，使地区治安秩序明显
好转，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同时，还针对违
规酒吧、咖啡屋 、日租房、网租房等违法违
规乱象进行了坚决、反复、滚动的治理。 针
对精神病人、涉毒人员、鳏寡孤独孕等重点

人员和危物单位、停车场、施工工地等重点
地和煤气罐、井盖、燃油车、电动车等重点
物及社会矛盾纠纷等， 刘威总是亲自听汇
报、找问题、盯解决。 确保了底数清、情况
明。 他还采取“一天一过账一督促、三天一
汇总一会商”和班子成员包社区等措施，确
保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在出租房屋和消防隐患的排查中， 东
华门派出所会同街道、 社区消防站、 流管
办 ， 组织社区民警和社区干部 ， 分片包
干， 反复排查， 打整结合， 强力消隐， 确
保了底数清楚、 内外干净。 为进一步确保
万无一失， 刘威又组织社区民警、 支援警
力和社区干部对警戒区的南池子社区和王
府井社区进行了为期10天的 “地毯式” 专
项排查。 针对新的安全管控标准， 逐一盯

紧落实。 截至目前， 南池子社区和王府井
社区实现 “双门双锁内外监控红外报警”。

在重大政治活动中， 东华门派出所承
担着大量重要任务。 除派出所一线上勤警
力 ， 还要接管支援警力 、 支援学警 ， 同
时， 还协调街道干部300人支援社会面管控
工作。 为切实做好战时勤务， 确保万无一
失。 刘威高度重视并狠抓勤务战前踏勘和
演练， 圆满完成了多项安保任务。

无论是在基础排查、 专项打整， 还是
各项勤务中， 总能看到刘威一线带队工作
的身影。 他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人民
警察的担当和情怀 。 在他的带动和引领
下， 东华门派出所实现了班子团结奋进 、
队伍面貌不断提升、 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的
良好局面。

守护辖区安定和谐的
“急先锋”

他将 “党员不是 ‘标签 ’， 而是 ‘标
杆’” 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坚持用优秀共
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总是冲在
急难险重的第一线。 他就是北京市东城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督察队队长刘冬
2020年， 他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
誉称号。

2015年， 刘冬带队参与夜间非法大排
档专项整治 ， 遇一名相对人持刀暴力抗
法， 他看准时机， 挺身而出， 配合民警制
服相对人， 及时处置了突发情况， 但右手
小手指被割伤 ， 在医院进行了缝合手术
后， 又继续投身到一线环境秩序巡查检查
中。

对城管来说， 2019年是 “大型活动保
障年”。 刘冬带领督察队不分昼夜， 驰而
不息 。 他与队友全年开展自主督察检查

450余次， 办理市、 区两级问题督办400多
件 ， 专项督办各类环保类扬尘移送线索
7174件。

作为局综考办主任， 刘冬还负责区城
管执法系统综合考评工作， 他带领综考办
转变工作思路 ， 细化考核办法 ， 建立了
“考核数据月通报提示机制”， 定期汇总业
务完成情况并及时下发提示、 督办。 通过
横纵向对比， 基层执法队均能及时查漏补
缺、 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他常走访排名
靠后的执法队， 与队领导、 法制员、 法制
骨干面对面， 分析优势和短板， 提出改进
目标、 方向。

战“疫”号角吹响后，区“三类场所”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工作监督检查执法领导小
组，调派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卫
健委等部门组成联合督导检查组， 城管局

为主责单位。 刘冬身肩重任，他带领大家挺
身于抗疫一线， 并严格要求队员做好自身
防护。 他每天统筹调度联合督导检查组，对
重点点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做到全覆盖。 每日检查完毕，他带领
督察队将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 并及时与
属地街道办事处进行反馈。

在检查一家大卖场时， 刘冬发现该店
存在消毒不到位、 未有效疏导购物人员等
问题， 他当即要求该店负责人限时整改 ，
并多次对该店复查。

多年来 ， 刘冬常常是凌晨四点就到
岗， 开始梳理、 准备一天的工作； 白天 ，
奔走在辖区的大街小巷； 深夜了， 不知疲
倦的他依然伏案工作。 他有苦不叫苦， 有
难不说难， 只为了一个承诺： “人民把城
市交给我， 就要做人民满意的城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