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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春节前，一条关于“霾来了，交警可以戴口罩
吗”的微博被转发了 3 万多次。一时间，恶劣天气
下，交警的健康保障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有网友
呼吁，在特殊天气条件下，应该给一线交警必要的
保护。

农历正月初二早上 8点刚过，天津路上的车辆已排
起长龙。顶着瑟瑟寒风，记者跟随公安交管局河北支
队中山路大队交警侯玉莹，前往中山路与昆纬路交口
的“中山—昆纬岗”疏导交通。一路上，侯玉莹握在
手里的对讲机一直在响，他也不时回应着，随时掌握
路面情况，调配警力。

“ 今 天 是 女 婿 去 岳 母 家 拜 年 的 日 子 ， 路 况 最 复
杂，早高峰来得早、晚高峰走得晚。再赶上几个胆
儿大、喝了酒的司机，忙通宵是家常便饭。”侯玉莹
一边佩戴上路执勤的行头，一边准备就位。一起上
路执勤的教导员刘勇成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人出
行畅通，交警们几乎都成了“缺席”的、不称职的
女婿。

虽然记者早就做好了与交警一起执勤的准备，穿
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但在寒风刺骨的路边站立不到半
小时，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再看不远处的侯玉莹，无
论行走、站立，还是转体、敬礼的每个动作，都比得
上军事队列的标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中，依然不变
样、不走形。

以前的交警都是走上岗台指挥交通，近年来，随着
路口信号灯的高科技化，交警陆续走下岗台。同时，那
些常年摆放在路中央的圆形岗台也搬走了，交警的工作

方式以巡逻疏导纠正违章代替手势指挥。
“交警走下岗台怎么办？我们天津当年率先在全

市交警中进行了大讨论。”公安交管局河北支队支队
长 杨 光 表 示 ， 为 保 证 交 警 走 下 岗 台 后 执 勤 形 象 不
变、管理力度不减、交通秩序更好，他们一直在探
索实现交通管理由体能型向智能型、由经验型向科
技型的转变。

“现在交警虽然走下岗台，其实担子更重了。”中山
路大队教导员刘勇成坦言。

他告诉记者，他们大队的管界纵贯天津内环、中环
和外环，既有旅游区和迎宾线，也有快速路和城乡接合
部。尤其酒驾入刑后，交警们更是“一警多用”。除了
早晚高峰疏导交通，还要对酒后驾驶、遮挡号牌、无牌
无证、套牌、大货车和电三四轮车违法上路行驶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纠。

“周末我还带着闺女执过勤呢。”侯玉莹愧疚地说，
女儿 12 岁了，因为他和妻子工作忙，一直把孩子放在
姥姥家，只在每周末接回自己家一天，却还总赶上他加
班。尤其去年天津重大活动多，像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大
运会等，他们一周都回不了家。

今年，侯玉莹又没能去岳母家拜年，他的执勤换
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出行通畅和一方平安。

天津公安交管局中山路大队交警——

走 下 岗 台 担 子 更 重
本报记者 张 静

武警武汉长江大桥守护大队，人称“万里长江第一哨”。
春节期间，守桥官兵们坚守在岗位上。农历正月初三，记者近
距离体验了“大桥卫士”的执勤生活。

跟随一支换岗的队伍，沿着桥头堡内 80 多米高、近 200
级的台阶爬上大桥，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得从从容容，而
记者早已气喘吁吁。“一号哨兵，上哨！”随着领班员短促有力
的命令，伴随着“接班”、“交班”的口令，在相互敬礼、交接装备
等标准的执勤动作与程序后，上岗的哨兵开始执勤。

守桥战士 2 小时换一次岗，平均每天站岗 6 小时。不管
是寒冬还是盛夏，无论是正午还是子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站姿、警姿都不能有丝毫懈怠。“如果有什么小动作，中队监控
室看得一清二楚，值班的官兵会提醒这位战士注意。”距离哨
位不远，中队驻地值班室还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应急小分队。
分队的官兵 24 小时轮流值守在监控室里，换班休息时要求和
衣而卧，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首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守桥战
士们定期从公路桥哨位轮换至铁路桥哨位，而铁路桥上有的
哨位与铁道仅一网之隔。说话间，一列火车呼啸而来，仿佛与
我们擦肩而过，湮没了交谈的声音，一种特别刺鼻的味道随之
飘散开来。“从过去货车、煤车、客车到现在 D 字头的高速客
车，火车噪声比以往已经小了很多。”士官黄彪介绍。

听哨兵们讲，守桥的最大乐趣就是看城市的风景，看长江
两岸拔地而起的高楼、灯火辉煌的夜景，看自己守护的城市越
来越美、越来越现代。“为了守护好万里长江第一桥，我们春节
都是在哨位上度过的。”守桥 8 年，来自江西丰城的黄彪没有
一个春节是和家人度过的。记者了解到，除夕晚上，尤其是大
桥上没有车也没有行人的时候，面对万家灯火、璀璨烟花，正
是执勤哨兵们最想家的时候，有的战士越是临近春节越不敢
与家里通话，怕自己说多了会流下眼泪⋯⋯

而当旭日东升，战士们又将在《大桥卫士之歌》中唱响：爱
比江水深，情比江水长，我们守卫在长江大桥上，多少风雨多
少寒暑，赤诚刻在我们的哨位上⋯⋯

武警武汉长江大桥守护大队——

赤诚刻在哨位上
本报记者 曹红艳

人们燃放鞭炮，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时，却是消防官
兵们最为紧张、繁忙的时候。

“今年，我们中队共有 24 人留守在岗位上，24 小时
值班，从除夕到初六，一天都不间断。”山西省太原市漪汾
街消防总队兴华中队总队长李江对记者说。

李江是队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09 年，他大学毕
业后选择了入伍，成为消防队的中尉军官，至今，他已有
5 年未回家过年了。作为中队的总队长，他要负责整个
中队各项工作的管理和协调，“我所在的岗位相当于整个
中队的中枢，所有火情都要由我和副总队长协调，责任重
大，不敢有丝毫怠慢，尤其是在春节期间。”

“除夕夜晚上七点半，所有的战士都全副武装，穿上
重达 40 斤的消防装备，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央视春晚，

一边随时待命。一旦出现火情，立刻出警，第一时间赶至
现场。”李江说。

在中队二楼的一间屋子里，记者看到了一根长长的
圆形钢管，直通车库。“火警响起后，队员们顺着这根管
子迅速滑下，进入车库，驾驶车辆出库。”副总队长郭锴
云说。

除夕那天，兴华中队共出警 11 次，基本都是因燃放
烟花爆竹引起的中小火灾，最后一次出警是在凌晨 2：
36。“我们有时刚处理完一次火情，来不及收队，就又接
到了下一个火警，立刻赶去。”郭锴云说。

这些节日里坚守岗位的消防官兵以“90 后”为主，大
多数人的家都在山西省内，但均是遥见家门而不入，“这
些年，大家早已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将中队当成了自己

的家。”李江说。
中士刘兵今年 25 岁，江苏扬州人，已经连续 7 年未

回家，坚守在工作一线。“我是独生子女，家离得远，想家
是肯定的，但父母也都理解，如今已经习惯了。”

刘兵在中队里负责消防车的驾驶，这是技术含量很
高的工作。“消防车驾驶和一般的机动车驾驶不同，处理
火情时需要调节云梯的高度和车体的角度，很难操控。
因此，驾驶员的岗位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李江说。

四级警士长郭志文也是一名消防车驾驶员，至今有
15 个春节未回家过了。“谁不想和家人团圆呢？可我就
是工作在一个为百姓安全服务的岗位上，我要是回了家，
有了火情谁管呢？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必然要有所
牺牲，就要坚定不移地守下去。”郭志文说。

太原漪汾街兴华中队消防官兵——

随 时 待 命 处 理 火 情
本报记者 梁剑箫

农历正月初三早晨 9 点半，一位身穿紫色冲锋衣、挂着单
反相机、背着登山包的女士走进了拉萨市国际城东桥便民警
务站问路。

民警边久热情地端出为春节、藏历新年准备的“卡赛”、各
种糖果和风干牛肉，邀她品尝，并耐心回答她的问题。

对“卡赛”和风干牛肉等食品，她充满了好奇，不停地问这
问那。民警们都一一地回答，还给她讲了不少有关拉萨的故
事，特别是拉萨的风土人情和藏历新年的习俗等。她告诉民
警们自己姓王，是四川人，这次是独自第一次来拉萨旅行。

边久从警务站门外陈列着各种书籍的书架上拿出了
一本《幸福拉萨旅游指南》送给她，并向她推荐了一些旅游
景点。

“我到拉萨两天了，感受最深的是拉萨的治安很好、人们
的幸福感很强，今天我又感受到了警务人员的热情周到。拉
萨带给我太多的惊喜。我一定要把这些告诉我的家人和朋
友，让他们也到拉萨旅游。”王女士说。

今天是藏历新年初二，值班民警们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高
高兴兴过年，选择了坚守岗位。“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能够帮到
王女士，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特别是她能用心去感受拉萨、向
更多人介绍拉萨的好，我们觉得这个年过得值了！”警务站站
长习海峰竖起大拇指说。

拉萨国际城东桥便民警务站——

热情周到服务游客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拉萨国际城东桥便民警务站——

热情周到服务游客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农历正月初三，经过一片又一片盐碱地，记者来到位于山
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家洼边防派出所。周边的工
厂、企业都在放假，这个还是平房的边防派出所显得格外寂静。

在派出所值班室，所长孙孝昌正翻看着最近几天的工作
记录，9 岁的儿子孙星皓在旁边的小屋里看着动画片，妻子王
艳红在院子里帮着打扫卫生。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
边防民警孙孝昌和刘奎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让家属来派出所
与他们一起过年。

“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家里玩具多小朋友也多。但是
在这里，可以和爸爸在一起过年，我也很开心。”孙星皓笑
着说。

“说实话，老人们也盼着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过年，可是派
出所在春节的时候更要加强防范，作为家人，我们理解支持他
们的工作，过年的时候能来陪陪他们，不耽误他们的工作，我
们就很满足了。”刘奎的妻子李庆丽说。

春节期间，除了每天要开展地毯式安全排查，值班人员都
要在所内备勤，一旦有状况发生，15 分钟内必须赶到事发地
点。孙孝昌说：“现在过春节，附近的企业都只留有值班的人
员，我们每天巡逻都会和他们打个招呼，一方面提高警惕，另
一方面也让大家心里也觉得踏实、温暖。”

在昌邑市公安局下营边防派出所，边防民警陈培军和同
事们不仅要负责下营港两个码头的安全，还要保障附近 3 个
村子的稳定。

“每天的巡逻值班把我们和村民的关系拉的很近，我们派
出所更像是附近村民的‘百事通’，村民有事情会首先想到我
们，我们有求必应。”陈培军说，“对于我们来说，最安全的不是
防弹衣和头盔，而是百姓的信任。”

说起家人，家在河南焦作的陈培军觉得有些内疚，刚刚两
岁的儿子前段时间得了肺炎，住院 1 个多月，陈培军却没能在
身边照顾。“家人非常理解我，他们把照片做成日历寄给我，想
他们的时候我就多看看照片。”

对于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来说，派出所更像是家，为了百姓
平安、社会和谐，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潍坊边防派出所民警——

做村民的“百事通”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本版编辑 闫 静 管培利

2月 11日，交警侯玉莹（右）在执勤。
本报记者 张 静摄

春节长假，当老百姓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时，
公安巡警们仍然奋战在防犯罪保平安的第一线。

农历正月初三，记者跟随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
110 民警执行了出警任务，谢锦辉、胡建辉、詹代样、邹浩 4 人
为一组，共同负责正月初三 903 岗亭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接
出警以及巡逻任务。谢锦辉介绍，上午他们共出警 6 次，由于
903 岗亭的巡防区域包括人员繁杂的火车站，所以更加辛
苦。谢锦辉说：“我不是本地人，春节也没有时间回去看望父
母，基本都在外面接出警，多年来家里人也习惯了。”

回到位于火车站广场的 903 岗亭，记者发现这只是个铁
皮搭建的简易房，靠窗的一边整齐摆放着两张上下铺的铁
床。邹浩说：“别看这简陋，空调、电视机、洗漱池、床铺一样不
少，是我们温暖的避风港，更是群众 24小时的安全港。”

谈起工作，胡建辉说：“基层巡警的工作其实特别枯燥平
淡，平时处理的多数属于求助类警情，碰见重大警情，无法现
场处置完毕的都移送属地派出所或刑警队了。”

除了 903 岗亭的 4 位民警，月湖区还有许多警务人员坚
守在春节的岗位上。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
胡少军告诉记者，为保障群众欢度春节，大队由平时的“四班
二运转”升级为“四班三运转”工作模式，每天都有 3 个中队共
72 名巡防人员，8 辆警车、30 辆电动自行车在街面责任网格
巡区内开展 24小时巡逻防控。

鹰潭 903岗亭巡警——

默默守护百姓安宁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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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月 11日，郑州市公安局文化路派出

所警察为群众指路。 刘书亭摄（新华社发）

图② 2 月 9 日，江西省南丰县邮政局投递

中心员工在分发当日的报刊。

黎兴旺摄（新华社发）

图③ 2月 12日，山西太原漪汾街兴华中队

的消防战士正在擦拭装备。

本报记者 梁剑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