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随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入
境管理大队大队长胡朝霞采访，得有一个
好身体。她讲话快，走路快，办事利索。

“喂，你好，北仑出入境，有什么可以
帮您？”

4 月 8 日，胡朝霞的手机铃声就没断
过，咨询证件材料、询问办理进展，语速
极快的她及时给予答复。

语速快，是由于长期在窗口工作。“不
快不行，习惯了。”她说。

电话多，是因为她已经把个人电话号
码公开，成了北仑出入境管理大队的“24
小时预约服务热线”。

短短一个上午，打进来二三十个电
话，一天起码得充三四次电。而这原本并
不是她的分内工作。“大队民警都比较忙，
这项工作又必须有人做，我就揽了过来。”
胡朝霞轻声说，“我是老党员，义不容辞。”

出入境管理业务多，受众广，与地区
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出国
旅游、办事的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出入
境接待大厅一度“爆满”，这让长期从事窗
口服务工作的胡朝霞心生忧虑。

一次，在翻阅接待大厅意见簿时，一
条群众意见给了胡朝霞很大启发：“办证大
厅为什么不能建个叫号系统？”

说干就干，胡朝霞利用休息时间走访
银行等机构的接待大厅，研究他们的叫号
系统，再结合出入境管理业务，制定出一
套详尽的方案。她又请技术部门的同志提
供意见和技术支持。很快，一套功能齐备
的叫号系统在出入境接待大厅应用起来，
大厅变得秩序井然，效率提高了不少。

“北仑有外资企业 2100 多家，境外常
驻人员 2200 人，其中台胞 1400 人，北仑
出入境外管业务占全市总量的三分之一，

排名第一。”对这些数据，胡朝霞如数家
珍。

为做好“外管”业务，原本对手机
APP并不熟悉的她，做起了微信群主。

“我们成立外管联络群，把每个企业的
外管联络员都加了进来，通过他们，可以
及时了解常驻外国人群的办证需求，提高
效率。”胡朝霞告诉记者，大队还在全市范
围内首推外国人签证到期提醒业务，向所
持签证在 15 日内即将到期的外国人开展

“温馨提醒”。
从警 20 多年来，胡朝霞一直在基层窗

口服务岗位，在职时间最长的，是北仑交
警大队车管所。北仑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原
大队长陈盛浩说，一次胡朝霞找到他说，
一些司机由于疏忽，经常会忘记车辆年
检、年审时间。而传统邮递提醒的办法存
在缺点，一旦司机地址发生变更，就不能
及时进行提示。

“她一直在用人工搜索的办法，在数据
库里一条条找，然后提示司机。但北仑的
驾驶员档案早已超过 10 万份，实在忙不过
来。”陈盛浩被感动了，“要知道，电话提
醒是小胡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这
原本不是她的分内工作。”

“我帮她找来一个电脑编程高手，和她
共同开发程序，自动检索快到期的机动车
信息。”陈盛浩说，程序完工，这一便民举
措推出了，受到司机朋友的欢迎。

胡朝霞不但是一个“工作狂”，还是一
个温情脉脉的爱心妈妈。

1995 年，胡朝霞在公安分局出入境管
理科窗口工作时遇到一位特殊的咨询人。

“那是个衣着简陋、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说
要去寻亲，向我咨询如何去香港。”

老太太姓金，1992 年，她侄女在她家
寄放了一个刚出生 15 天的女婴，说是过几
天就来领走，没想到，一去 4 年，杳无音

讯。老太太听说孩子的父母可能在香港，
她想去香港寻亲。但对方的电话地址全
无，她到哪里找啊。

送走老人后，胡朝霞决定去老人家里
看看。当晚，在金老太不到 40 平方米的木
屋里，她看到一个脸色蜡黄、个头矮小的
小女孩躲在老太太身后，露出半个脑袋，
惊恐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的阿姨。

胡朝霞眼睛湿润了：“大娘，您别担
心，我和你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就这样，
她一管就是整整 20年。

这个孩子叫金苗。这么多年来，胡朝
霞在她身上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20 年
前当地交通不太好，胡朝霞每次去看孩子,
都要坐半小时的公交车，然后再在尘土飞
扬的村道上步行 40 分钟，给苗苗送去吃的
穿的。

如今，金苗已经长大参加工作。胡朝
霞和金苗一起，与贵州省台江县方召乡巫
梭小学的 75 名贫困生结对。胡朝霞说：

“每个学期，孩子们都会给我写信，告诉我
学习成绩有进步，我和苗苗一起读信，感
觉特别欣慰。”

金苗告诉记者：“妈妈被评为最美警察
后，有 3000元奖金，她自己又拿出 12000
元，买了 5 台电脑，为贵州的贫困学生捐
建了一个电脑教室。”

胡朝霞的事迹感动了港城。越来越多
的人自愿加入“胡朝霞爱心团队”，这其
中，有胡朝霞曾经的同事、驾校老师、医
生、公务员等。高彦鹏是北仑区第二人民
医院办公室主任，也是胡朝霞“爱心团
队”的一员。“我从未见过像胡朝霞这样有
爱心的人，知道她的事迹后，被深深地感
动了，我希望像她一样帮助他人，奉献爱
心。”高彦鹏说。

2014 年 9 月 8 日，中秋节。在这个万
家团圆的日子，武警某部队战士李影超，
为了祖国的安宁，长眠在新疆驻训维稳战
场上。

“他不是最拔尖的，但绝对
是最拼的！”

2012 年 12 月，20 岁的李影超参军入
伍 ， 从 湖 南 永 州 农 村 来 到 武 警 8644 部
队。经过 3 年打工生活历练，他在同年兵
中显得成熟稳重。

入伍不到半个月，第一次重大考验就
摆在李影超面前：部队奉命赴西藏执行维
稳驻训任务。新兵可以提出申请，允许留
守。西藏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和艰巨危险
的反恐维稳斗争任务，令一些新兵打起了
退堂鼓，李影超也心中纠结。

战鼓催征，6 名官兵家人病故忍痛不
能奔丧，40 多名官兵妻子临产拜托亲友照
顾，20 多名官兵推迟婚期，全师官兵整装
待发。看着就要出发的部队，李影超羞愧
不已，毅然撕掉留守申请，并动员其他新
兵：“作为军人，临战退缩，一定会为自
己的懦弱悔恨终生。”

在李影超的影响下，原本申请留守的
新兵竟全部要求进藏。这个瘦小的新兵蛋
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排长杨杰的印象中，新兵李影超瘦
小的身板显得弱不禁风。初上高原，在军
姿训练时，杨杰看到李影超的鼻血滴到了
地上，仍纹丝不动，就赶他回去休息。没
过一会儿，李影超小跑着回来了，鼻孔里
还塞着卫生纸，倔强地对杨杰说：如果连
军姿都站不好，啥时候才能当个好兵。

想当好兵的李影超对了杨杰的脾气。
此后，杨杰给他特制了“训练菜单”。3 个
月过后，李影超的军事素质已能与战友们
比肩。

结 束 新 训 ， 李 影 超 来 到 “ 尖 刀 四

连”，这是一个战争烽火锻造出的铁血连
队。2013 年 8 月，四连为全师进行“连山
地进攻战斗的组织与实施”课目演示。山
势陡峭、荆棘丛生，飞奔中，李影超一下
子被藤蔓绊倒，锋利的岩石在他腿肚子上
划开一道大口子，鲜血瞬间染红了裤腿。
班长王侃命令他退出演练，李影超却一声
不吭，取出绷带往腿上一扎，头也不回地
往上冲。

演习结束，鸣金收兵，李影超一个
踉跄坐倒在地上，军医上来解开绷带一
看瞪大了眼：“都见着骨头了，怎么忍得
住痛！”李影超嘟囔地说：“四连啥时出
过孬种，就是腿跑折了，也要冲上去。”

“训练不怕苦，打仗不怕死”，这几个
字端端正正地写在李影超留下的笔记本扉
页上，这是他军旅人生的座右铭。连长王
贺宽感慨地对记者说：“李影超体质先天
偏弱，在四连，他不是最拔尖的，但绝对
是最拼的！”

“群众有危险，就是死也必
须上！”

指导员刘东旭清楚地记得，2014 年 4
月 2 日，部队从驻地启程奔赴新疆和田，
执行新的驻训维稳任务。火车卧铺有限，
战士们轮流睡，只有李影超在 9 天 8 夜的
路途中一直打地铺。

作为车辆装备捆绑加固组组长，每当
到站停车，不管刮风下雨，李影超都一丝
不苟地检查固定在列车上的车辆是否松
动，在几千公里途中，呵护战友冷暖，保

证装备安全。
说起李影超对战友、对驻地群众的

好，连队官兵们简直说也说不完：战友生
病，他嘘寒问暖送上可口饭菜，顶替站岗
放哨；部队营区清理垃圾打扫厕所，无论
多脏多臭他都“身先士卒”；部队驻地的
敬老院里，他是孤寡老人们贴心的“兵儿
子”；西藏高原执勤，他捧着氧气瓶救助
缺氧晕倒的内地游客，自己却因缺氧昏
迷；藏族宗教节日安保，他奋不顾身从疯
狂的牦牛蹄下救出藏族群众，自己却被牦
牛踢伤⋯⋯

2014 年 8 月 29 日，和田市举办“玉
石文化节”，一家咖啡馆煤气管道发生爆
炸。李影超和战友奋不顾身冲了上去，
一边疏散惊慌失措的群众，一边冲进咖
啡馆转移伤员。险情过后，民警问他，
你就不怕二次爆炸吗？李影超说：“不怕
是假，但作为军人，群众有危险，就是
死也必须上！”

和田地区反恐防暴任务艰巨。尽管执
勤任务十分繁重，李影超仍挤出点滴时间
学习执勤理论，提高执勤本领。2014 年 7
月 25 日凌晨 1 点多，在民丰县尼雅河大桥
例行检查过往车辆人员时，他发现一名青
年男子鬼鬼祟祟，形迹可疑。李影超提示
民警上前询问，当那人伸手从后腰抽刀
时，李影超一个箭步上前，死死握住歹徒
抽刀的手，一警棍将他打倒在地。掏出他
的身份证在检测仪上一刷，此人是一名网
上通缉犯。

一次处置恶性事件，李影超将歹徒逼
进一条死胡同。穷凶极恶的歹徒抡着铁棒

扑上来，李影超毫不畏惧，举枪挡开铁
棍，反手一枪托狠狠砸在歹徒脖颈上。

“用行动向党证明”

一份修改了多遍的入党申请书，见证
了李影超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在日
记中写道：“入党是我的追求，我要用行
动向党组织证明。”

2014 年 9 月 7 日，在连续一个月执行
和田街区巡逻任务后，李影超回到驻训
基地。本应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新战士
蒋晓光病了，李影超替他站了夜里一班
岗哨。

9 月 8 日上午 9 点，塔克拉玛干的太
阳升起的时候，李影超又站在哨位上。
然而，突发的心脏病，把他 22 岁年轻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玉龙喀什河畔的执勤哨
位上。

蒋晓光抹着眼泪对记者说，李影超是
累死的啊！战友们说，李影超就像他的名
字那样，在短短的军旅生涯中，用满满的
正能量影响别人，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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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抹 彩 霞 映 港 城
——记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胡朝霞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普 通 一 兵
——追记因公牺牲在驻训维稳一线的武警某部队战士李影超

本报记者 李争平

普 通 一 兵
——追记因公牺牲在驻训维稳一线的武警某部队战士李影超

本报记者 李争平

李影超，男，22岁，武警某部

队战士，2012 年 12 月参军入

伍。2014年 9月 8日，因公牺牲

在新疆玉龙喀什河畔的执勤哨位

上。入伍期间，他冲锋在前，舍生

忘我，呵护战友，刻苦学习，成为

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标杆。

人物小传

夜色慢慢降临，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纷纷
回到家里，也有人径直走向村民汪世本家中
的“乡野文化棚”。这里是安徽省铜陵县西联
乡观兴村，晚饭后赶来文化棚“充电”的村
民张连勇笑着说：“在外面忙活的时候倒不觉
得，放下手中的农活，自己就觉得格外地无
聊，有了老汪的乡野文化棚，没事能去看看
书、读读报，生活丰富了许多，还学到了不
少知识。”

汪世本今年 65 岁，自打初中毕业后就一
直在村里务农，但从小爱读书的他，从未停
止对知识的追求。家境并不富裕的汪世本，
在周围村民都盖起新楼房的时候，将勤俭节
约积攒下来的钱投入到报刊杂志、书画作品
的收藏中，对于收集到的各类报刊、书籍、
书画作品等，他都格外珍惜并精心保存。随
着农村物质生活日益改善，汪世本感到，村
民们虽说吃喝不愁，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
村子里面打麻将、赌博成了不少村民的娱乐
方式，甚至有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家
庭教育，成天泡在黑网吧痴迷于网络游戏。
汪世本于是想到为村民创办一个文化活动场
所，既让周围村民在空余时间有一个去处，
又让留守儿童有一个学习的地方。在家人的
支持下，前几年他将自己家不甚宽敞的平房
整理了出来，将收集到的图书、报刊等整齐
地摆放在屋子里，免费供村民们阅览。

自从村子里有了这个“乡野文化棚”，来
汪世本家中学习绘画、写字、下棋的儿童也越
来越多，在文化棚里写作业、看书、阅读报刊
的时间也越来越久。村民许素芳告诉记者，平
日里她和丈夫都在外面打工，没工夫照看孩
子，现在社会上有些不良风气，怕孩子沾染上
影响学习。现在好了，一到假期，孩子们就结
伴来到乡野文化棚里，一起学习、做游戏，学
习成绩有了提高，也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许
素芳由衷地赞叹：“有了文化棚，有了汪爷
爷，孩子们不再去黑网吧了，也不再河边玩水
了，我们在外打工也放心多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收藏了好多邮票、字
画、旧书报刊。这些东西当作公共资源利用，
让村民们学有所获，才会更有价值。”汪世本
说。记者注意到，乡野文化棚书架上各类藏
书字画摆得满满当当，文化棚面积不大，但在
汪世本的精心规划下，不仅辟出了供“棚友”
们读书阅览的专门区域，还为热爱挥毫泼墨的
书画爱好者准备了“小舞台”。汪世本老伴
说，对于前来阅读的“棚友”，他们一直坚持
免费供应茶水，并努力为村民创造更好的阅读
环境，“赶上饭点还管饭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奉献他人，快乐自
己”，汪世本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挂在墙上，记
在心里。汪世本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
的稳定与和谐需要每个家庭向社会贡献出一份
力，在农村也是如此。”这些年来，汪世本一直坚
守着“乡野文化棚”，免费对外开放，努力把这件
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
汪世本的农家小院里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

“棚友”，人们在感受知识熏陶的同时，也感受着
汪世本老人热衷公益的淳朴。

汪世本的

“乡野文化棚”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王 凯

图为胡朝霞为老人办理出入境证件。 丁继敏摄

科技老师向金：

将创新梦根植少年心

图①图① 李影超李影超（（左左））在进疆驻训的在进疆驻训的

列车上认真学习执勤理论列车上认真学习执勤理论。。

图②图② 训练间歇训练间歇，，李影超李影超（（右一右一））与与

战友们在一起战友们在一起。。

图③图③ 李影超李影超（（右一右一））在班务会上在班务会上

认真学习聆听战友发言认真学习聆听战友发言。。（资料照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从计算机爱好者，到“机器人”制作者，再到

致力于培养青少年创新梦想的创客，西安交通

大学附属小学老师向金十多年来将创新思维根

植于越来越多的少年心中。图为向金在学校机

器人社团活动上给学生们进行讲解。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