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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聚民去年就网红了。2015 年冬天，这个北
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的大学生村官，因
为扶起一位晕倒在路边的工人，得到网友好评。

“那是去年 12 月 1 日，晚上 7 点多吧，天气特
别冷。”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徐聚民印象最深的就
是重重雾霾，“我当时正和朋友开车行驶在门头沟
区野丁路上，因为能见度低，我们车速比较慢。在
经过一个大弯的时候，突然发现前方路面上有一个
黑色物体，仔细一看竟是一个人”。

徐聚民立刻将车停在路边，下车查看情况。
“那人昏迷了，地上到处都是血，嘴里也在往外吐
血，部分血迹已经结冰，看样子已在地上躺了好一
会儿了。”徐聚民回忆说，当时周围空无一人，也
没有监控摄像设备，这让他心里有点打鼓：这种情
况与网上风传的“讹人事件”有点像，扶不扶呢？

千急万急，救人最急。犹豫了片刻，徐聚民跟
朋友还是动手救人了。他们把那人翻过来，让他脸
朝上，才发现这男人 50 岁左右，脸上有多处伤
口，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气息微弱。徐聚民轻轻
摇晃他的身子试图询问情况，但他始终没有反应。

别看徐聚民只有 22 岁，他曾考取过蓝天救援
队的救援证，掌握基本的救援知识。徐聚民将伤者
的脚从路中心移动到路边，避免被来往车辆碰到，
还和朋友在周围设置路障，同时，将自己车的双闪
打开。做完这一切，他立刻拨打了 110电话。

40 多分钟后，两位警察来到现场。听徐聚民
叙述事情经过后，警察在昏迷者身上找到了证件和
手机，并通过手机里的通讯录联系上了昏迷者的朋
友，才知道他是附近打工的外地民工，揣着钱要返
乡过年。得信后的工友迅速到达事发地点。

此时，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眼看事情得到
妥善解决，徐聚民和朋友准备离开。这时，他们才
发现，自己的手脚已冻得开不了车了。

几天后，徐聚民再次经过事发现场，还特意去
工地打听了这位工友的情况。工地上的工人告诉
他，多亏徐聚民他们救助及时，要不然大叔身上的
冻伤程度和外伤会更严重。大叔醒来后还托工友寻
找当时救助自己的好心人，想表示感谢。

“他们说，如果不是遇到了好心人，大叔肯定
就被车给碾了。”工友们的话让徐聚民觉得自己做
了一件好事，“其实当时我也想，如果真的是遇上
讹人，我只能认倒霉了。还好，世间还是好人
多”。

在全国一片“扶不起”的感叹声中，徐聚民的
救人行为引起了关注，中组部官方宣传平台“共产
党员”公众号、全国大学生村官微信公众号、门头
沟区多家单位以及搜狐、网易、新浪等网站对其进
行了报道。尤其是“共产党员”公众号的报道，获
得了数十万次的点击，并有众多网友留言点赞。

京西水峪嘴村村支书胡凤才对徐聚民能做出救
人的举动一点也不意外。“小徐平日里就特别热心
肠，乡亲们的大小事情他都乐意帮忙。”胡凤才
说，前一阵，村里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在家犯
病，是小徐架梯子、翻围墙，跳到院内，又将门锁
砸开，老人才及时得救。

徐聚民 2014 年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就来
到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担任村支书助理。工作一年多
来，大家跟这个年轻人接触最多，评价也很高，他
是全区大学生村官民主普选产生的联谊会长，是村
官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他还获得过全区青年辩论赛
的最佳辩手，并担任妙峰青年读书会会长。他参与
起草了妙峰山镇“十三五”规划，工作尽职尽责，
赢得了全村的一致好评。

这个年轻的村官得到了村里父老乡亲们的一致
称赞，夸他是“扶”起人心的好小伙。这位从四川
宜宾大山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村官，已经融入了京西
水峪嘴这个小村庄。

“扶”起人心的好小伙
本报记者 佘 颖

山东阳谷县大布乡惠庄村党支部书记惠继胜，

一上任就给村民选上了养鸡致富项目，“我先带头养

鸡，发财了，大伙跟我学，赔钱了，算我给大伙做试

验”。立说立行，惠继胜开始建鸡房、进鸡苗，头一年

就挣了 10 万多元。不到两年，全村发展养鸡户 26 家。

惠继胜利用多年来掌握的养鸡技术，义务给村民作

技术指导，帮助销售。

陈清林摄

“鸡倌书记”带富乡邻

他是同事口中的“宝来大哥”，是孩
子们眼中的“警察爷爷”，是社区居民身
边的“片儿警老高”⋯⋯从警 35 年，高
宝来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在
再平凡不过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履职尽
责，踏踏实实为民服务，用做到极致的
工作赢得所有人的尊敬。他就像一棵参
天大树，为社区居民撑起一片天，静默
无语，虔诚守护。

有求必应的“大管家”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高宝来却是一
位逆行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到
派出所，再到驻区民警，哪儿艰苦，哪儿危
险，哪个地方别人最不愿意去，他主动出
列坚定选择。在他心中，衡量工作的标准
只有一个——全力以赴，追求极致。

1980 年，解放军某汽车班班长高宝
来光荣退伍。因为舍不得一身制服，他
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2004 年，机关
警力下沉到基层。在北京市公安局治安
总队工作的高宝来主动请缨，到海淀分
局恩济庄派出所管起了固定资产。当时
很多装备随人员变动几经转手，高宝来
拿着账本追着全所民警，挨个核实配发
使用情况，连一把小小的手铐钥匙也没
落下。

2011 年初，驻区制全面推行，所领
导为驻区民警的人选发愁。老高找上门
来：“如果信得过我，就把最难管的片儿
交给我吧。”就这样，54岁的老高成为海
淀分局首批驻区制民警中最年长的一位。

高宝来负责的 304 医院等 3 个社区均
是老旧小区。刚接片儿时，他自掏腰包
印了几千张写着自己姓名、手机号的

“警民联系卡”，在社区里逐楼逐层地敲
门“推销”自己，硬是把辖区跑了个
遍。2014 年下半年，海淀分局统一为驻
区民警印制了爱民联系卡，高宝来爱不
释手，主动申领了 1万张。

着 警 服 的 老 高 是 大 家 最 熟 悉 的 模
样。即便是周末，他也穿着警服，单警装
备、电台、执法记录仪永远规规矩矩地戴
着。高宝来常说：“一个警察就像一棵树，
扎根在哪儿，就要撑起一片天，为百姓遮
风挡雨。”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老高的工作
远不是朝九晚五，而是每一天每一刻。

据工作日志记载，驻区 5 年，高宝
来甚至没休过节假日，更没在家过过一
个踏实年。他随叫随到，是有求必应的

“大管家”和社区平安的“压舱石”。“有
问题找老高”，逐渐成为他管片内居民遇
事时的第一选择。

辖区里有条坑洼不平的老路，雨雪天
儿满地泥泞。他发现后就坐不住了，从物
业到居委会，从综治到市政，终于协调来
了施工队，连夜把“堵心路”铺平垫好。

2010 年初，80 多岁的林大妈与邻居
因噪音问题发生纠纷。为化解矛盾，老
高不知往大妈家跑了多少趟，他坚持不
懈的调解使双方在 4 年后握手言和。林
大妈感慨地说：“小高，我骂过你、打过
你，今天我得谢谢你！”

老旧小区设施薄弱，溜门撬锁现象
时有发生。高宝来找相关单位软磨硬
泡，希望把技防物防搞上去。他跑遍辖
区的监控机房，利用仅有的几个监控视
频，锁定一个拒不认罪的惯偷。在他的
推动下，社区新增、更换高清探头 500
多个，基本实现全覆盖。

他还发动群众参与群防群治，统一
调动单位保安参与社区巡逻防控，组建
了一支 60 余人的专职巡防队伍。他对社
区情况了如指掌，资料存满了 8 个 U 盘，
大事小情记满了 9个笔记本。

“社区工作就是良心活儿，不能图省
事儿，要对得起社区的居民。”他看到天
桥下车辆没关闭天窗，担心烟头掉入引
发火灾，守在车旁直到车主到来；他怀
疑乞丐带的孩子是被拐卖的儿童，认真
细致地核实 2 人身份后才放行；他看到
社区里的残障人士以捡破烂为生，就联
系街道为其申请低保。

高宝来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管的社
区发案量连续 3 年大幅下降，2014 年侵财
类案件更是下降了 85%。他成了分局唯
一一名连续 3 年考核最优的驻区民警，他
管的社区被评为“免检放心社区”，他负责
的警务室成为北京市“模范警务室”。

驻区 5 年，老高把社区的大事小情记
在了本上、装在了心里，却唯独没装他自

己。2014 年秋天，老高在体检中查出肺
部有阴影，说好的复查，一忙起来又搁
下。社区工作越到年关越忙碌，他强忍撕
心裂肺的咳嗽没离开岗位半步。2015 年
农历正月初四，他连警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被送进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

传递温暖的“警察爷爷”

如果不是北京海淀实验小学师生和
家长自发捐款 36.4 万元，高宝来可能不
会被推到聚光灯下。直到他患病的消息
传来，每天到西三环花园桥海淀实验小
学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才把这个名
字和学校门口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民警联
系到一起。

2011 年，高宝来驻区之初，到“管
片儿”内海淀实验小学走访。学校老师
反映，上下学高峰期交通是个“老大
难”。学校紧邻西三环辅路，每天早晚接
送孩子的车辆临时停靠，把道路堵得水
泄不通，孩子们在滚滚车流中穿梭，人
车混行险象环生。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高警官就站在
了校门口，穿着警服的他拉开车门、接下
孩子，然后指挥车辆迅速离开。”海淀实验
小学宣教主任马佳回忆说，面对师生和家
长的疑惑，高警官说：“我试试帮家长干点
活儿，看能不能让车走起来。”

从此，每逢上学日的清晨，高宝来
总会第一个站在校门前，疏导车辆、维
护秩序、护送孩子安全入校，风雨无
阻。拉开车门、接下孩子、关上车门，
再把学生送到安全地带，每接送一个
孩子，动作娴熟的高宝来只用 7 秒钟，
大大缩短了车辆的停留时间。渐渐地，
家长们开始主动把车停在他身边。

对这位值守在校门口的警察爷爷，
如今已经初中毕业的赵润泽记忆深刻。

“五年级时，妈妈开车送我。临下车时书
包带子卡在了两腿中间，我急得哇哇大
叫。后面的汽车疯狂地按着喇叭。妈妈
扭 过 头 焦 急 地 问 ：‘ 怎 么 了 ？ 怎 么
了？’”不知所措时，车门突然被打开
了！“孩子，不要急，跟我来。”高爷爷
亲切的话语让小润泽的心无比温暖。

五年级语文课时，老师布置了一篇
命题作文 《一个令人尊敬的人》，赵润泽
在作文中写道：“爱，是可以传递的，只
需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触动人们
心底的那份温暖⋯⋯警察高爷爷就是这
样的人，他把爱传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2013 年冬天，四年级学生杜弈霖摔
伤了腿，只能拄拐上学。两个多月中，
高爷爷背着小弈霖进校门，俩人亲得像
爷孙俩。高爷爷总是亲切地叫他“拄拐
杖的小帅哥”。

“高爷爷总是默默地去帮助别人，不
求回报。”即将上五年级的潘梓宣不会忘

记，高爷爷为她打开车门的下雨天，那把
一直遮在她头上的伞，那个后背已被雨水
淋透的身影，“到学校安全区后，他又去接
别人，我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雨 雪 天 ， 高 宝 来 总 会 撑 着 一 把 大
伞，因为他的伞永远遮在孩子的头上。
他从来不穿雨衣，是怕雨水弄湿孩子的
衣服。900 多个上学日，他用这种别人
不敢想的“笨办法”，把自己变成了穿警
服的“流动安全岗”。“来，拉着我的
手。”这句温暖的话语，让孩子们懂得如
何去传递一份真挚的爱。

2015 年 春 季 开 学 ，警 察 爷 爷 不 见
了。当他身患重病的消息传来，孩子们纷
纷表示：“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学校举行
了“好人一生平安”的自发爱心捐款活动，
孩子、家长、老师们纷纷解囊，一个上午就
捐款 36.4 万元！孩子们还与“警察爷爷”
相约：学校门前不见不散！但这一次，高
爷爷没能践诺。2015 年 5 月 22 日，高宝
来去世，终年 58岁。

“见别人快乐我就高兴”

高宝来从来都把百姓的事儿、别人的
事儿，看成天大的事。他常说，“看见别人
快乐，我就高兴”。为了别人的快乐，他几
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利益和时间。

化疗期间，海淀分局政委刘少波到
高宝来家探望。“宝来，现在人们都有偶
像，你心里的偶像是谁？”刘政委问。

“雷锋！”老高的回答干脆利落。
“我非常热爱雷锋，也非常羡慕他那

样的人生。像雷锋那样，把自己的一生
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是我最大的荣
幸⋯⋯”这是 18 岁的高宝来在高中小结
中写下的话。40 年来，无论身份怎样变
化，他始终不忘初心。

高宝来把为群众服务当成了自己的
生活方式。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时，单位
和同事的汽车、自行车出了毛病，肯定是
他一身油一身泥地帮忙修理。走上社区
民警岗位，他一直以一种拼命的状态在工
作。无数个夜晚，他在简陋的警务工作站
中和衣而眠，只为有事情能翻身就走。

认识高宝来的人都说他很“正”。即
便是在妻子病休，儿子找工作，全家都靠
着他的工资度日的艰难时候，他也没有向
任何人开过口、伸过手，一家四口人挤在
使用面积只有 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驻区民警虽然不算什么“官”，但辖区
的事儿都离不开他。妻子病退的单位就
在他的管片儿，有人劝他去找单位领导提
高一下妻子的待遇。高宝来摇头拒绝：

“为了公事，我可以去跑去求去要，但为了
私事，我张不开口。”家人生病了，本来一
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他没麻烦过别人，每
次都是一早去 304医院排队挂号。

儿子高陆说，生活的简朴是父亲融
入血液的生活态度。他最贵的衣服是一
件风衣，一穿 20 多年，领子、袖口磨烂
了也不愿意换。他从不买带盒的方便
面，一块烙饼就是一顿饭。对自己“抠
门”的老高，对别人却很大方。深夜加
班时，他会给年轻同志买来肯德基快
餐；群众有困难，他总会慷慨解囊，几
十、几百地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别人写
来的欠条，他转身就扔掉。

病中，老高说话都很艰难，还小声
叮嘱徒弟何山：“山子，社区的狗证该年
检了，千万别忘了；商户技防设备安好
了，想着看效果；学校开学了，得常去
转转。要是老天爷再给我一年时间，我
就能咬着牙，把剩下的活都干完，不愧
对这身警服。”

单位和群众给他捐了款。只要有花
销，他都记上账。“无论什么时候，心安
比金钱更重要。”高宝来去世后，家属按
他的吩咐，将 36 万元捐款全部捐献给北
京警察协会，帮助更多困难民警。

送别那天，一起战斗过的同事在灵
前流泪，轻声呼唤“宝来大哥”；社区居
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侧，高声呼喊“高
警官一路走好”；海淀实验小学的孩子们
手捧洁白的菊花，静静肃立在校园门
前，目送“警察爷爷”⋯⋯

高宝来走了，他的精神却在首都公
安系统薪火相传。如今，北京 203 个小
学校、幼儿园设立了“高宝来爱民服务
岗”。每个上学日的早晨，越来越多着警
服的身影活跃在高峰勤务的洪流中。

一个“片儿警”的大爱情怀
——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原社区民警高宝来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当选北京榜样、入选中国好人榜、成

为全国道德模范、评为时代楷模，这一连

串的荣誉，属于一位已经离开我们 1 年多

的普通民警——高宝来。

他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不

是直面危险拼杀搏斗的特警，他是一位病

逝的民警，没有获得因公牺牲的称号。但

当他离开后，在亲友同事回忆起的场景片

段中，在他被所有人信任、依靠的故事里，

我们还原了一个好兵、一个好警察、一位

好人的一生，看到了一位因将平凡的工作

做到极致而变得伟大的人。

高宝来是一位普通的驻区民警，每天

都在老百姓的家长里短中过日子。他以

社区为家，长年照顾孤寡老人，想方设法

把群众托付的每一件事都办好，让每一个

问题都有结论，这注定了他有干不完的活

儿。他有太多惦念，拼尽了全力。

同事们忘不了，老高因疲劳至极头枕

着自己的棉质警帽在沙发上和衣而卧的

情景。他在患病初期时仍然不脱下制服，

弥留之际还要坚持回海淀实验小学为学

生站最后一班岗⋯⋯对重病的老高来说，

耕耘 5 年的社区是放心的，唯一放心不下

的是每天川流不息的车辆，他不在了谁去

护好孩子们。

在高宝来的人生履历中，荣获的各

种奖励不下 20 次，却从没立过一次功。

这是他逢“功”必让的结果。从警 35

年，他各项工作都做到前头。可评功授

奖时，他总主动谦让。有一年，辖区发

生系列抢劫案，蹲守半个多月都没进

展，最后是他带着保安把犯罪嫌疑人当

场 抓 获 。 所 里 要 给 他 记 功 ， 他 却 说 ：

“先紧着年轻人吧，这些鼓励对他们更

重要。”

他这样不求名、不求利，全心全意踏

踏实实地工作，得到了社区 2 万名居民的

认可。社区里，听到最多的话是“老高是

好人”；在小学校里，听到最多的是“高爷

爷”。他身着制服憨憨的笑容永远定格在

人们脑海深处。

虽然生活清贫，高宝来却很快乐。这

种快乐来自他豁达的天性，更来自他尽心

竭力为群众办事所获得的欣喜与满足。

他用伟大的爱去做好了很多小事，在最平

凡的岗位上，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平凡

的极致是伟大。

平凡的极致是伟大
杨学聪

▲ 高宝来在病床上。

（资料图片）

▶ 高宝来工作过的社

区警务工作室。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 高宝来接小

学生下车，并护送她

安全入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