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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湖州市开发区杨家埠镇罗
师庄村，没有人不知道马长林。虽然他只
是一位普通的社区民警，但是老百姓对他
比亲人还亲。“从来不把自己当警官，却把
每一位群众当亲人。”就是秉承这样一种
工作态度，他让一个社会治安“老大难”的
城中村，变成了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幸福
家园。

加强治安管理

马长林管辖的罗师庄是个典型的以
外来人口为主的社区，2万人口中，外来人
口占了1.8万。辖区面积不到全镇的五十
分之一，但案发数量却占三分之一以上。

马长林刚到罗师庄社区工作时，没有
多少人欢迎他，群众也不愿接近他，刚上
门做群众工作时还常常遇到冷嘲热讽。

为了让大家认识自己，他用一台录音
机和一只小喇叭，做成了一套组合音响，
每天背在身上，拿着小喇叭向大家作自我
介绍，宣讲法律法规和安全防范知识。

“村民们，我叫马长林，是罗师庄的
社区民警。提醒大家，人多的地方要保
管好自己的财物！家长带好孩子，老人
留神脚下！出门检查水电煤气，晚上睡
觉关好门窗⋯⋯”从那时开始，罗师庄
的菜场、弄堂、大街上，经常回荡着这

个声音。老百姓从带着异样的眼光看马
长林，到主动和他打招呼。有人说，“这个
警察有点烦，但也有点可爱”。也有人说，

“这个警察很实在，没架子”。听到这样的
话，马长林笑着说：“这说明村民们已经开
始接受我了。”

马长林每天用喇叭喊话，宣传安全防
范知识和法律法规，同时挨家挨户发放简
易报警器和租房登记本，6个月下来，把辖
区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经过调查，马长林发现，罗师庄治安
差的根源是管理上的无序，进进出出的外
地人很多，却没有任何记录。罗师庄村民
有一半靠出租房屋、店面获得收入，按照
规定，房东应该对租客进行信息登记，但
罗师庄没人这么做。

当马长林提出要在罗师庄实施租房
登记制度时，立刻遭到了反对。当地村民
一嫌麻烦，二怕政府收税。马长林没放
弃，他拿着自制的登记册一遍遍地上门讲
解，给房东讲租房登记的好处和不登记的
危害。凭着这种“牛皮糖”功夫，马长林和
同事们用了 3 个月时间，硬是把登记本发
遍了 700 多户出租户，一年就做到每户出
租房全部自行登记。

村民们看到马长林天天在罗师庄了
解情况，讲的做的都是为了他们好，渐渐
地也就积极配合他的工作了。现在社区

内 700 多户出租房均已建立登记台账，租
房登记率达95%以上，基本实现了承租人
员“来有登记、走有去向”。

当人民的公仆

马长林常说，人总有遇到困难的时
候，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帮一把，自己也很
幸福快乐。在罗师庄这些年，受到马长林
帮助的人数不胜数。

在马长林管辖的社区，有个四川籍小
青年“小黑”，由于父母从小疏于管教，长
大后又没有什么技能，便游荡社会，自称

“罗师庄庄主”，常纠集一帮同乡在村上
闹事。

刚开始，马长林打电话给“小黑”，他
根本不接，抵触情绪相当严重。马长林一
次次主动联系他，跟他拉家常、交朋友。
得知“小黑”家经济比较困难，就想办法为
他母亲和姐姐先后找到了工作。时间久
了，“小黑”开始愿意跟他交流。

有一天，“小黑”忽然感慨地说：“马警
官，说老实话，我也不愿意这么混下去，想
找个正经工作，成个家，可在罗师庄哪个
单位敢要我？”马长林一听，这是个好时
机，就马上鼓励他说：“你有这种想法很
好，工作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马长林带着“小黑”东
奔西走。有些单位一听是小混混来了，都
婉言谢绝。最后，一个小工厂的老板被马
长林的热情和执着感动了，勉强答应让

“小黑”试一试。“小黑”感念马长林的恩
情，工作十分卖力，两个月后就被提拔为
组长。在“小黑”的带动下，以前跟他在一
起“混社会”的朋友也都纷纷找到了工作，
还加入了罗师庄平安志愿者队伍。村民
们说，马警官身上有力量，能让人改邪归
正。马长林却说，“我的秘诀就是当好人
民的公仆。这样的要求，看着很高，其实
不高，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放下不该有
的架子，真正地沉下身子，就一点都不
难”。

把群众当靠山

马长林的辖区有近 2 万居民、数十家
大中型企业，而辖区常驻警力只有马长林
一个人。马长林牢记一句话：“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他对身边的民警说，“群众的
智慧能增长我们的本领，群众的力量就是

我们工作的靠山”。
马长林在罗师庄实施警民互动、先进

带动、社会联动等一系列做法。刚在罗师
庄实施以房管人措施时，马长林面对的是
700 多户的出租房房东，1.8 万人的流动
人口，同时，还要面对大多数人的不理解、
不配合。如果这个工作要靠马长林一个
人去做，即使再加上几个协警，不要说几
个月，恐怕几年都难以完成。针对村民的
一时不理解和顾虑，马长林上街宣传、上
门解释，抓典型案例、讲利弊关系。最后，
当村民慢慢理解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后，
很多村民便主动帮马长林做宣传、发登记
本，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这项看似十分艰巨
的任务。

2010 年年底，马长林接到村民反映：
有一伙人开着车不定时地在罗师庄菜场
诈骗钱财，停留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一得
手就走。马长林立即布置住在菜场附近
的治安积极分子注意监控。一天清晨 6
点多，马长林接到一名治安积极分子的电
话：发现目标。当他骑着电瓶车赶到现场
时，几名闻讯赶到的治安积极分子已经合
力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

在外来打工人员中，有不少共产党
员、退伍军人、治安积极分子，他们素质
高、能力强，而且不少还是企业里的骨
干。2010 年 8 月，经组织部门批准，辖区
成立了新居民党支部。

新居民党员张二全、尹诺金、邵红杰
等主动组织了几十名老乡成立了“劝架
团”，村里出现打架吵架，他们就充当调解
员、宣传员、信息员，为马长林减轻了不少
工作负担。同时，他们也带动其他村民积
极参与社区工作。2011 年春节前，一位
外来农民工主动给马长林发短信，要求参
加义务夜防巡逻。他说：“大家的事大家
干，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党员们做在
前头，普通百姓也不能落后。”

2012 年 3 月 5 日，警务室成立了马长
林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基地，邀请社会各界
参与到罗师庄为民服务工作中来。目前，
罗师庄有包括就业服务、法律服务、医疗
健康服务、技能培训、阳光假日小屋、老乡
帮帮团等 11 个志愿者服务团队。700 多
名来自卫生、司法、学校、企业、机关等部
门的志愿者，长期活跃在罗师庄社区，为
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社会各界的参
与不仅减轻了马长林的工作压力，也获得
了罗师庄居民的赞扬。

把群众当作亲人与靠山
——记浙江省湖州市公安民警马长林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爱笑的王晓田笑起来特别甜，俊俏
的面庞，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但王晓
田心里却藏着数不清的苦，27 岁的她竟
与癌症病魔抗争了15年。

11 月 15 日，记者在济南升阳康复器
材有限责任公司见到刚刚装上假肢的王
晓田，她正在房间里扶着平衡杆进行康复
锻炼，汗水湿透了衣服。“再有10天，我就
可以回家了。”王晓田笑着说。

王晓田出生在山东省禹城市辛寨镇
杨圈村。12 岁时王晓田时常感觉到腿
疼，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骨肉瘤，
俗称骨癌。从此，王晓田踏上了漫漫求

医路。
2002年，王晓田的父母打听到北京

有一家医院治疗这种病效果不错，就带
着她来到北京。做了关节置换手术后，
由于排异反应，稍微一挪动，就有万箭
穿心般的疼痛。术后10天，王晓田哭肿
了眼睛，但看着父母心力交瘁的样子，
懂事的王晓田咬紧牙关继续练习走路。
之后的8次化疗，她硬是坚持了下来。

这次治疗花费30多万元，除了卖掉
父母在县城刚买不久的房子，还欠下一
屁股外债。

2014年，王晓田的膝关节开始疼痛，
只好又去医院做了临时关节置换手术。
为了替父母分担一部分债务压力，王晓田
在当地一家网络公司开始了销售工作。
这也使得终日郁郁寡欢的王晓田渐渐开
朗起来，闲暇时候，她还会唱起最爱唱的

那首歌：“我要飞得更高⋯⋯”
原本以为已经逃脱了命运的魔掌，

可就在今年 6 月 29 日，王晓田下班刚走
到公司门口就突然僵住了——膝关节里
的钢筋断了。随后，她被救护车送往
北京。

屋漏偏遭连夜雨，经医生诊断，王
晓田需要做截肢手术并更换假肢，近10
万元的医疗费让一家人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禹城市政府和社会各界
向她伸出援手。由禹城市民政部门下属
的慈善总会给她送来 1 万元救助金；禹
城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第一时间为她组
织募捐，在网上发起爱心筹款活动，募
集善款 6 万多元；义工们还联系爱心企
业，举行公益慈善音乐会，募集资金
9600元。有了这些帮助，王晓田顺利进
行了截肢手术，并更换了假肢。

王晓田告诉记者，在2002年第一次
做手术时，她还没有享受到农村医疗保
险和政府救助；2014年做膝关节置换手
术时，通过医保报销了 8000 多元，占
当时医疗费的 40%以上。说起今年这次
治疗，王晓田特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截肢手术花了2万多元，安装假肢6.5万
元。“政府和社会给我的捐助有 8 万多
元，回到家我还能通过医保报销一部
分，还有每个月政府给的低保费和残疾
人补贴，这些加起来足够支付这次治疗
费用。”王晓田说。

微笑再次出现在王晓田的脸庞，“谢
谢好心人，是他们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有政府和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就没有迈
不过去的槛儿。康复之后，我一定好好
工作，努力回报社会，我相信，我会飞
得更高”。

王 晓 田 的 不 幸 与 庆 幸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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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王晓田王晓田接受蔬菜种植指导接受蔬菜种植指导，，希望能以此偿还医疗债务希望能以此偿还医疗债务。。

图图②② 王晓田曾经开办假发制作厂王晓田曾经开办假发制作厂。。

（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王晓田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王晓田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训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摄摄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
工商联副主席佘华海个子
不高，皮肤黝黑，烟不离手，
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早在
上世纪 90 年代，佘华海就
已经是老家青木镇花包村
远近闻名的“有钱人”。靠
着在外做一些百货、日杂的
小生意，佘华海买了房子、
车子，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2013年，佘华海决定不
做生意了，他谋划着回花包
村，带领乡亲们在“土地”上
做文章。“花包村是我的老
家，我回乡那年，村里一共
有 1928 人，外出务工的有
近 1000 人。一共拥有土地
1688 亩 ，荒 废 面 积 接 近
70%。”佘华海向记者说出
了返乡创业的原因。

回乡之初，佘华海听到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村里的老人告诉他：“我们
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一
辈子都在过苦日子，你还想
通过土地带富大家？”与佘
华海同辈的人对他说，“一
个人过上好日子不算本事，
有本事就回来带领乡亲们
一起致富”。

头脑灵活、勤奋肯干的
佘华海通过创办林场、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挖
穷根、挪穷窝、换穷业。3 年
过去了，花包村人均纯收入
从每人每年不足 2000 元变为每人每年 7500 元，彻底
实现了脱贫。

2013年，“光彩事业巴中行暨川商革命老区行”活
动在四川省巴中市举行，通过巴中市工商联牵线搭桥，
四川羽凡实业有限公司在恩阳区落地。

流转土地、种植苗木。佘华海创立巴中市恩阳区
鹿台园林场，经过一年多时间，先后在青木镇花包、鹿
台、骑龙等 7 个村建成了花卉景观苗木基地 1000 多
亩。“苗木在 5 年后基本可以实现批量销售，假如我们
每年能卖出 1 万株苗木，每株 1000 元，林场年产值就
可达上千万元。”佘华海信心满满。

现在，鹿台园林场所在的区域已经修通了水泥公
路，沟渠、蓄水池依序修建，青山绿水间，环境十分怡
人。“我刚看上这片林地时，周边根本没有任何配套设
施，全部是土路。要致富先修路，帮乡亲们把基础设施
搞好了，也是为大家谋福利。”佘华海告诉记者，3年来
他在鹿台园林场投入500万元，用于购买苗木、改善基
础设施。

林场建起来了，周边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现
在大伙可以到林场工作，每天60元工钱。村民把土地
租给林场，每亩地每年还有500元的收入。”佘华海说。

不相信靠着土地能致富的乡亲们在鹿台园林场创
办一年后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鹿台村 70 岁的老
人李明和村支书刘自利找到了佘华海。“我就想请他到
我们村里来搞搞产业，把乡亲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
来。”李明说。

2013 年年底，佘华海在 1400 名村民参加的村委
会选举中，几乎全票当选为花包村村主任。

精准扶贫，核心在产业。上任之初，佘华海和花包
村村两委抓住村里贫困的根源，从基础建设、产业发
展、易地搬迁等方面分批归类制定《花包村 2015-
2020 年计划纲要》，确立了以现代观光农业为主体的
发展规划。

依托鹿台园林场现有的资源，佘华海引进了国科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制定了贫困户享受政策优先、股权
分红优先、务工安排优先、易地扶贫房屋安置优先的

“四优先”原则，流转、整改土地 1200 余亩种植优质葡
萄，带动花包、鹿台和黄桷3个村680余名劳动力就近
务工，实现年人均增收3000余元。

“今年 8 月，我们村举办了首届葡萄采摘节，每天
接待游客 3 万多人，卖出葡萄 120 多吨，销售额达 480
多万元，实现人均增收800多元。”佘华海说。

曾经的花包村，土地荒芜，留守老人和儿童多。如
今的花包村，一条条水泥路连接了一户户农家院，村里
的小学窗明几净，卫生站环境整洁，日间照料中心欢声
笑语。2015年，村里有近100位年轻人“回流”。

“通过光彩事业，我的企业和家乡产生了联系，正
是这种联系让我产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这些年通过
巴中市工商联，我们找到了种养殖方面的专家为村民
普及知识，也找到了更多渠道销售农产品，这样的日子
有盼头。”看到村民们满意的笑脸，佘华海对未来充满
信心。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工商联副主席佘华海

：

回乡创业

带富乡亲

本报记者

刘

畅

佘华海（左一）为巴中市恩阳区青木镇花包村村民
发放土地租金。 （资料图片）

②②

①①

③③

马长林带领由退伍军人、农民工、共产党员组成的“马长林志愿服务队”在街头宣
传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