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铁翔李铁翔,,河北石家庄市公河北石家庄市公

交总公司司机交总公司司机,,自自 19871987 年年参加参加

工作以来工作以来，，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200200 多万多万

公里公里。。他曾荣获石家庄市他曾荣获石家庄市““五五

一建功立业奖章一建功立业奖章”，”，河河北省劳北省劳

动模范殊荣动模范殊荣

任永杰，北京东城交通支队

东四大队副大队长，31 岁。他是

胡同里的“指挥家”，用人性化的

处理方式处置每一起交通纠纷；

他用质朴敬业的态度帮助每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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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白天游人如织的北京地安门
又恢复了宁静，五道营胡同和南锣鼓巷开
始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任永杰开着巡
逻车回到位于东四四条的大队驻地。

“谁的自行车停这儿？呦！您正喝着
呢！”钻胡同，任永杰是把好手，天天出
来进去都离不开胡同的他，和居民们

“混”成了街坊。
北京东城交通支队东四大队辖区

2.45 平方公里，有 196 条胡同，占整个
东城区胡同总数 40%以上。对所有胡同

“门儿清”的任永杰，9 月 20 日迎来了
自己 31岁的生日。

11 年前，他正式上岗。小伙子按照
警校学的法规处理事故，竟碰“钉子”，“您
甭跟我来这个，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
还多！”任永杰反思，不接“地气”不行。

与大马路不同，狭窄、人车混行的
胡同，大事故不多，小事故不断，最常
见是：剐蹭、堵门、斗气儿。胡同里，
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之间未必造成
多重的伤亡，更多是为了一口气、一个
说法、一句道歉。

他打了个比方：行人被反光镜碰
了，想去医院看看，但机动车主来了句

“你怎么没事儿找事儿啊！”“这下好了，
你一句话激了我的火，长了我的气，争
执不下。”任永杰决定，要有理有节地把
火灭了，双方要的“面儿”，他来给！

“大爷，您多担待。”“大婶儿，您看
我这辛苦劲儿，我向您说声对不起。”

任永杰开始“两手抓”：用恰当亲切

的称呼拉近距离，简单寒暄取得信任，
关系热乎了，有利于矛盾的解决；但光
嘴甜还不够，还得锻炼业务能力，针对
胡同设计事故处理的技巧和流程。

一次，出租车转弯撞上一辆摩的，
任永杰现场认定出租车一方负全责。双
方对结果都无异议，但在赔偿金额上相
持不下：摩的司机要 400 元修车费，出
租车司机只带了 300元。

调解无果，填写事故单子的任永杰
发现当天是出租车司机的生日，就拿生
日做起了文章。“老哥，今儿您生日，生
日快乐啊！”他又劝开了摩的司机，“您
看，这 100 元就当给人家买蛋糕了行
么？”问题迎刃而解。

52 岁 的 马 福 顺 这 么 评 价 任 永 杰 ，
“他穿上这身警服，我有安全感；他脱下
了，我们就是朋友。”老马在东四五条胡
同开了家碳烤羊腿店。5 年里，任永杰
帮他解决了用地锁抢占停车位的问题，
还常帮店里协调车位。这些年，胡同的
122 拥堵报警率逐年下降，任永杰功不
可没。

可他嫌自己太絮叨，自嘲“30 多岁
的年纪，操着 50 岁的心”。辖区内景点
多，有司机把车停在国子监的景观树中
间，任永杰将 90 个石墩儿安放在树间的
空当里，巧解了乱停车，还让百姓多了
歇脚的地方；怕游客不熟悉路况，他绘
制了 《旅游景点周边停车场分布示意

图》，将近万张小卡片送给过往司机；巡
逻路上，他常发放写着他名字和电话的
警民联系卡，保证随叫随到。

“事儿总是这些事儿，可这做人的劲
儿得提着。”任永杰记得，毕业那年，很
多同学去了大马路，而自己却来了小胡
同，心里难免有落差。但是这么多年工
作下来，他却爱上了这里。“胡同就是我
的根据地！”任永杰给自己这个定位，把
为群众解决困难当成对自己的鼓励，用
这种成就感推着自己一天天往前走。

时间长了，他发现协调事故能带
来与指挥交通不一样的兴奋点：一件
棘手的事情通过努力一点点解决，一
句话触动了对方，当时就能得到反馈
—— 一 声 “ 你 辛 苦 了 ”， 或 者 一 个 笑
脸。如今，他和胡同里的大爷大妈成
了忘年交，还被患有白内障的汤秀荣
大妈认了“干儿子”。

过去，任永杰用胡同的微疏通换来
主干道的大畅通；今年，刚刚成为东四
大队副大队长的他迎来了胡同外的更大
挑战。但他说，不管角色怎样改变，胡
同永远是他的根。

“交警离不开地面，老实本分、实心
实意待人，咱干的就是这个！”黑脸膛的
任永杰大步走向快打烊的食堂，背影融
入北京的夜色中。

左上图 任永杰接到胡同临时停车

场的报警，车主忘关窗户。任永杰迅速

联系后方查找车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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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 20 多年来，李铁翔每日坚持做
好车辆的例行保养，严格落实出车前、
收车后的检查工作，确保车辆运营状态
良好。平日行车中，他坚持中速行驶、
慢速进站、停稳车开门、关好门起步，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他驾驶的车辆平稳、安全，在关键
时刻能准确地判断各种突发情况。他常
说的一句话是，开车无小事，开公交车
更是要尽心，因为一车的乘客安全掌握
在司机手里。敬畏岗位、敬畏乘客已成
为他的职业习惯。

“入心”苦练，李铁翔练就高超驾驶
技能。一次下雪天，他驾车到达河北剧
场路口，因为路滑，一个骑车的女同志
摔倒在他的车前，车上的乘客吓得尖
叫起来，而他的车却稳稳地停了下来。
他还下车将摔倒的女同志扶起，当时的
乘客称赞他的技术太棒了。就因为练就
了一手过硬的功夫，他实现了 200 万公
里行车无事故。

人们出行最担心的是去目的地，不
知乘坐哪路公交车；上车后，又不知在
何地下车；下车后，如果离目的地还有
一段距离，又不知向哪个方向走。外地
乘客尤其如此。

李铁翔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
利用业余时间，细心观察了解市内建
筑设施和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
地址，对公司开辟的每条新线路都及

时 了 解 ， 抽 时 间 乘 坐 ， 掌 握 新 线 路
沿 途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名 称 与 周 围 的 地
理 环 境 ， 并 做 好 记 录 。 对 各 线 路 改
线 运 行 调 整 的 新 站 点 、 新 走 向 做 到
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作为班长，他还带领班
组人员到 10 路沿线走访地理环境，对
10 路沿线的省、市企事业单位、机关、
商场、超市、饭店、酒店宾馆等 134 个
场所门牌号一一登记并熟记于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努
力，李铁翔成了广大乘客市民的“景点
通”，被乘客誉为“活地图”。

有人说，一辆公交车，就是一个小

社会。乘客形形色色，出现的情况多种
多样。作为一名车长，李铁翔始终将自
己的车当作自己的家，全心全意服务每
一位乘客。

10 路沿线经常有一些聋哑乘客乘
车，聋哑乘客持有残疾人证上车应照常
购票，尽管李铁翔一再解释，要求他们
买票，他们总是拿着证件晃来晃去，就
是不买票。由于交流不方便，聋哑乘客
常常无动于衷，李铁翔暗下决心必须学
会用哑语交流，和聋哑人结交朋友，他
利用业余时间去聋哑学校，向哑语教师
请教。当第一次在车上用哑语与聋哑乘
客交流成功时，这种成就感让他兴奋不

已。十几年来，聋哑乘客在他的车厢里
享受无障碍服务。

去 年 春 天 的一个下午，一位从安
徽过来的老大爷，从长途车站登上了
李 铁 翔 的 公 交 车 ， 当 李 铁 翔 得 知 老
大 爷 去 小 安 舍 儿 子 家 探 亲 坐 错 车 时 ，
一 边 安 慰 大 爷 ， 一 边 掏 出 兜 里 的 便
条，画出了去小安舍的线路图，及转
乘 3 次车的站名和线路，并留下了自
己的联系电话，以便老人迷路时方便
与他再联系询问。

在公交车上，经常会捡到乘客丢失
的钱包证件、物品。这些证件有的是乘
客不小心丢的，有的是小偷拿走钱扔下
的 。 仅 10 路 车 队 车 长 每 月 捡 到 的 钱
包 、 身 份 证 就有 10 多个，李铁翔说：

“看着这些躺在办公室里的钱包证件，
我心里着急。特别是失主丢了身份证
件 ， 该 多 着 急 啊 。” 在 李 铁 翔 的 提 议
下，2010 年 4 月 7 日，10 路车队成立了

“爱心快乐送”小分队，和石家庄职业
技术学院、河北地质职工大学等 60 多
名志愿者合作，利用业余时间分头走
街串巷，寻找失主。仅 2013 年一年共
计归还失物 70 余件，其中包括各种手
机、笔记本电脑、钱包、文件及现金
等物，帮助失主挽回损失。开展“爱
心快乐送 ” 活 动 5 年 来，他和志愿者
们为乘客送还失物 2000 余件，其中钱
包 292 件，身份证件、士兵证等有效
证 件 420 余 张 ， 银 行 卡 370 张 ， 拾 到
现 金 70 余 万 元 ， 总 价 值 折 合 人 民 币
100 余万元。

左上图 李铁翔在驾驶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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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记者来到新
疆哈密，进机关、访社区，记
录下阿布列林追寻焦裕禄精
神的串串足迹。

从参加工作起，阿布列林
一直没间断过学习，还特别注
重调查研究。“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焦裕禄语录他时
刻铭记。阿布列林常说：“同
意批捕”四个字重如山，调查
取证必须扎扎实实、一板一
眼，公道对待每一名当事人。

阿布列林面对说情者，
总是坚定地表明态度：“我只
认法律不认人。”与他共事多
年的市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司
马义·巴图告诉记者，从没听
说阿布列林办过“人情案”，
就连最亲近的人找他求情都
会碰壁。

今年 4 月，阿布列林被
惠康园社区特聘为法律义务
宣传员。此后，他又成为市
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兼
宣讲团副团长。退休的阿布
列林，依然闲不住。

“学习焦裕禄精神不分
岗位、不分年龄。虽然退休
了，但党员这个身份永远不
能退休。”他说，“识大体、顾
大局，就是厚道。只要有能
力，就要多做有益的事，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地区法院政治部主任赵养文告诉记者，阿布列林
在刑事审判庭工作 5 年，平均每件案子审理期限不到
20 天，且无一被发回重审。至今，地区法院无人破这
个纪录。

阿布列林一家 8 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阿布列
林认为，对弟妹严格，帮助他们成长，就是对父母尽
孝。长兄如父，阿布列林要求弟弟、妹妹努力上进，严
于律己，不逐名利。

阿布列林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在政法系统，
恰巧都曾在他的手下工作。“每次提拔，都没我们的
份。”阿布列林担任法院院长时，妹妹吾尔也提在最繁
重的民事审判庭，表现优异。然而每次在讨论晋级人
员时，吾尔也提都被哥哥从候选名单中划掉了。她却
十分感激哥哥，“那几年虽然辛苦，但业务水平提高很
快。能成长为单位的骨干，离不开他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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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文汇

本报北京 9 月 27 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2014中
国能源高层对话近日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新华
网、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等联合主办，旨在推动能源行业
健康发展，彰显能源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能源产业正面临改革与创新、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多重挑战。此次对话以“改革
承载使命 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几十位能源领域专
家与 10 余家能源企业代表，围绕“能源市场化改革之
道”和“能源企业‘三个创新’与绿色发展”等话题进行
讨论。

活动现场还揭晓了 2014年度中国能源“改革创新
榜样”、“品牌价值榜样”、“社会责任榜样”、“技术革新
榜样”、“绿色环保榜样”5 项企业奖以及 2014 年度中
国能源“影响力人物”。

中国能源高层对话举行

本报北京 9 月 27 日讯 记者齐平报道：2014年应
急管理国际研讨会暨首届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论研讨
会今天开幕。来自有关国家机关部委、部分省市应急
办、省市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近 20 个国家和有关国
际组织的代表等 4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由国家行政学院和公安部、民政部、
国家卫计委、国资委、国家安监总局共同主办，由国
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指导协调。研讨会以公共安全
治理、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为主题，深入研讨防灾减
灾、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应急科技与产业、应急
管理教育培训等问题，共同谋划如何应对人类面临
的各种风险挑战。

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