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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有人称
他是“生命的守护神”；他有一张乐呵呵
的笑脸，“黑脸包公”的名头却响彻赣江
两岸。他就是“中国好交警”罗杰，南昌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湖大队八一大桥中
队中队长，与八一大桥相伴了 21 年的老
交警。

3 月 27 日傍晚 6 点，江西省南昌市八
一大桥桥面上，正值上下班高峰期，车辆
有点拥堵。在繁忙嘈杂的车流中，《经济
日报》记者找到罗杰时，他正在处理一起

两车轻微碰擦交通事故。在现场取完证
后，罗杰反复叮嘱双方车主：“以后开车，
即使是赶时间也不要心急，一定要注意
车辆行驶安全。”

八一大桥是连接南昌市老城与新城
区的一座跨江大桥。1987 年退伍转业加
入公安队伍的罗杰，自 1994 年安排至八
一大桥中队负责大桥的交通秩序至今，
已有 21 个年头。保障大桥的安全畅通有
序，成为他全部工作的重心。“越是恶劣
天气，他越不会离开这座桥。”东湖大队

副大队长喻剑告诉记者，罗杰在办公室
放了一张小床。每逢大雨或者冰雪天
气，他便在办公室住下，这样在桥面出现
紧急情况时能迅速赶到。每年冬天，罗
杰都会在车里放上军大衣、棉被等取暖
物资，一旦桥面结冰，便在桥上过夜。

2008 年年初，南昌遭受了近 20 多
天的冰冻侵袭，赣江两岸一度面临中断
交通的处境。罗杰早早就把“家”搬到
了桥上，每隔一个小时在桥上巡逻一
遍，每隔 5 个小时与大桥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在桥上撒一次盐，化解顽冰。累
了，他就在车上打个盹；饿了，他就在
车上啃冷馒头。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
作，他开始腹泻并伴有低烧，同事劝他
回去休息，大队领导命令他回去休息，
但他到医院吊了一瓶盐水后，又出现在
了桥上。刺骨的寒风吹在罗杰身上，但
他全然不顾。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保畅通，防事故！

如今每天过往八一大桥的车流量约
10 万辆，远远超出负荷，工作强度可想而
知。“任何一起小事故所产生的停顿都会
很快形成连锁反应，这就要求我们处理
事故时迅速固定相关证据，将现场撤至
桥下。”罗杰说。

面对与日俱增的车流和交通管理任
务的日益繁重，罗杰和中队民警一起，不
断探寻新思路、新办法，保障这一大动脉
的安全通畅。罗杰在反复勘查道路、多
次实验后，推出了化解拥堵的“139”工作
法：在大桥出城匝道瓶颈处设立 1 个指示
标牌、每班安排 3 个民警、摆放 9 个反光
锥筒，运用物理隔离方法来转变南北方
向通行车道。此举实现了桥面空间使用
率最大化，道路通行效率成倍提升。

每天，罗杰执勤站岗总有许多“哥
们儿”主动向他打招呼。“他就是我们
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市民谢琦告诉
记者，有一次她的车在八一大桥上被追
尾，罗杰快速地处理了事故，让她很受
感动：“微笑着执法，快速规范地处理
事故，让我觉得很温暖，心情也跟着好
了起来。”

考虑到罗杰身体状况下降，大队打
算将他安排到轻松一些的岗位。但罗杰
婉言谢绝了。“我觉得八一大桥的道路畅
通需要我，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车顺畅
通过，我心里就很踏实。”罗杰说。

罗杰对工作的挚爱，对事业的执着
追求，源于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他把
青 春 刻 在 了 八 一 大 桥 上 ，和 桥 融 为 一
体。”大队教导员彭筱敏说。

“任何一个岗位，要把工作做好，都没有想象的那么
简单。”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维文，稚气未脱，语气老道。短
短 6 年间，从路面执勤到内勤，再去事故中心，然后搞宣
传，凡交警涉及的工作他几乎“转了一圈”。

张维文 2008 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工作“第
一站”分到温州市交警三大队四中队，一个温州城市最东
边的基层队。他的“岗哨”就在海城镇路口。这里地处龙
湾区与瑞安市交界处，车多人杂，中队辖区内 40%重大
交通事故都发生于此。每天，从早上 8 点到天黑，“马不
停蹄”，没有休息。

按照交警的分工，路面执勤负责纠违和处理事故，而
所有案件笔录都交给内勤。四中队人手紧张，内勤工作
量很大。海城镇外来人口多，一些人白天打工，晚上开黑
车赚“外快”，队里一年就要拘留 300 多人。“他们文化程
度低，没有安全意识。我就耐心跟他们聊。当交警，责任
心尤其重要。”张维文说。

做内勤时，张维文赶上两次大行动。一次是积案清
理：一般一个民警每月处理事故 500 件，一年下来就是
6000 件。从 2008 年到 2010 年，中队累积的案件有几万
件，底单都要一张一张找出来，理清楚；另一次是酒驾处
理：路面交警四五个人，隔不多时就带进一个酒驾司机，
每个人都要谈话、做笔录。那两个月，张维文每天干到夜
里两三点。

如今，他在温州家喻户晓。无论你驾车从机场大道
驶过，或者去泰顺县、乐清市，沿途总会遇上张维文——
他手拿 DV 对着你拍摄，长期在露天执勤。

“如果我是违法驾驶员，希望交警怎么和我说话呢？”
张维文常作这样的“换位”思考。他发现，一些幽默的段
子、时尚的词语很容易被市民接受。在执法中，他也慢慢
做着尝试，拉拉“家常”、开开“玩笑”，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张维文的形象还被制作成“交警人形警示牌”，分布
于温州一些道路的重要“卡口”。2012 年，温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与电视媒体联动，打造《都市红绿灯》栏目，张维
文被选为主持人。“现在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越来越强
了，有时我们在路上绕来绕去，开车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
个违章的。”宣传效果明显，张维文很开心。

今年，已在交警支队总部做宣传干事的张维文依然
每周至少加班 2 天。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想依托电
视栏目，做几个大活动，通过更多市民参与，线上线下互
动，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张维文乐此不疲。

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湖大队八一大桥中队中队长罗杰：

与大桥相伴 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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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二支队绣花庙大队民警陈云：

生命定格在高速路上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甘肃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二支队绣花庙大队民警陈云：

生命定格在高速路上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今日凌晨，绣花庙大队辖区 2070
至 2090 公里路段有降雪，道路结冰，路
面湿滑，请过往司机朋友减速慢行，谨慎
驾驶！”——这是网名为“甘肃交警陈云”
的微博主页上一年多前发布的最后一条
原创微博。如果不细看发布时间，人们
的思绪会有些恍惚，因为就在今年 2 月
20 日，农历大年初二这天，在同样的地
方，同样的天气下，陈云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 28 岁。

当日清晨，甘肃山丹县境内的绣花庙
一带普降小雪，导致这里的道路发生多起

交通事故。正在位于武威凉州区的家中
过年的甘肃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二支队绣
花庙大队民警陈云，接到单位电话，立即
奔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处理完事故，略
作休整，中午时分，陈云再次上路执勤。
当日下午，辖区再次降雪。18 时 20 分，
大队值班室接到支队指挥中心指令：“连
霍高速 2071 公里加 500 米处发生一起 8
辆车连环相撞事故，请立即出警。”

19 时 40 分许，他们到达事故现场。
由于路面湿滑造成多车相撞、数人受伤，
10 多辆小轿车滞留在路面上，当时能见

度不足百米，如不及时处置，后果将不堪
设想。见此情景，陈云他们立即停车，迅
速投入到现场处置工作中。正当陈云从
警车后备箱取出警示锥桶时，突然被一辆
失控的轿车撞倒在地，因伤势严重于次日
凌晨不幸殉职。

陈云走了，但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谁
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在连霍高速长
城口开饭馆和修车铺的张雁斌跟陈云相
识在高速公路上。站在自家饭馆门前，手
指着古老的长城土墙：“那下边就是陈云
出特勤站岗的地方，刮风下雨的时候，让

他进屋暖和一下，不进；给他送雨伞，不
用。他觉得这样会影响警察形象，就披着
制式雨衣。”

在张雁斌眼里，陈云这人不仅工作
认真，还是“可交的朋友”。一次，张雁
斌有个朋友出现交通违章，托他向陈云
说情，但陈云并没有给老朋友情面。被
驳了面子的张雁斌，不但没有生气，反
而更加喜欢陈云这个人了。“警察做得公
正，我就佩服，我就是因为这和陈云交
上朋友的。”张雁斌提起陈云，心里满是
遗憾。

说起陈云的敬业精神，他身边的每个
人都会衷心赞叹。有一次，陈云在事故现
场疏导交通，连续工作 40 多个小时，连事
故车的车主都被感动，主动将自己车上的
吃的给陈云。王玉槐是绣花庙大队事故
中队的中队长，也是陈云的好搭档，在他
眼里，“陈云悟性高，人又勤快，工作交给
他，比较放心”。去年 10 月 31 日，由于连
续降雪，绣花庙大队辖区内发生多起事
故。知道这个情况后，因感冒在医院输液
治疗的陈云，不顾医生劝阻，拔掉针管，马
上归队投入到工作中。

弟弟陈星说，事发前，哥哥打电话告
诉他，大年初五一定赶回家，要给家里的
亲人拜年。“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哥
也永远无法实现了。”陈云的父亲陈国华
说，“儿子走了，我们心里很悲痛。真的希
望所有驾驶员把车开好，自己平安，别人
也平安。”

陈云，今年2月20日，他的

生命在一次上路执勤中定格在

28岁。

罗杰，1965 年出生，现任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东湖大队八一大桥中队中队

长。多年来，罗杰先后获得南

昌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南昌

市公安机关十大爱民警察、江

西省公安交警系统十佳廉洁守

纪交警，荣立个人三等功7次。

张维文，2008 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

业，在温州市交警队工作6年。在2014年全

国评出的20名“中国好交警”中，他是最年轻

的一位。

温州市交警支队民警张维文：

只为交通更顺畅
本报记者 张 玫

陈云（前排左一）生前与战友合影。 （资料图片）

罗杰在八一大桥上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张维文希望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增强市民

们的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张 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