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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末班公交车该怎
么办？“有人说用滴滴打
车啊。对市区居民来说，
打车很方便，但在我们这
里 ， 恐 怕 就 叫 不 到 车
了。”12 月的青岛寒风刺
骨，青岛交运 628 路驾驶
员陈吉星开着自己的夏利
车，一开口，嘴边竟然有
了雾气。

“我所在的崂山周哥
庄是著名的风景区，距青
岛市区有 40 多公里。这
里只有 1 条公交线路，末
班 车 是 18 时 40 分 发
车 。” 他 告 诉 《经 济 日
报》 记者，“特别是从每
年的 5 月到 11 月份，樱
桃、桃、杏子等果实一茬
茬熟了，来这里旅游爬山
的游客增多。一些游客被
美丽的景色所吸引，错过
了回去的末班车。我经常
在收班之后，看到站台上
茫然又焦急的乘客”。

12月 13日下午，记者
就跟随陈吉星遇到了两位
女游客。18 时 45 分，在
青岛 628 路周哥庄场站门
口，来崂山游玩的市民王
女士和鲍女士不停地四处
张望，还时不时地拿着手
机，指着站牌在说些什么。

“你好，你们是在等公
交车吗？”陈吉星开着夏利车准备回家，便停下车
上前询问。两位女游客赶紧询问是不是已经过了
末班车时间，该怎么坐车回市里。

“附近公交车基本都过了末班车发车时间，等
不到了。”陈吉星算了算公交线路的交接班时间，
让两名女乘客赶紧上自己的车，调转车头，一路奔
向滨海大道，去赶 617 路的末班车。一直开到海
大崂山校区车站，陈吉星才追上 617路公交车。

在等待 617 路车时，两位女士表示要给 100
元车费，陈吉星婉言谢绝，并把她们送上了 617
路车。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从 2014 年
起，陈吉星和同事王琴林就自发将一些乘客从周
哥庄场站顺路带到目的地，受到乘客们的好评。
在他们的带领下，路队其他 3 名驾驶员也加入进
来。3 年来，在平时下班路上，这些公交车驾驶员
开着私家车免费捎乘客下山近百次，帮助乘客顺
利回家或转乘其他车辆。

时间久了，作为 628 路的行车副班长，陈吉星
有了一个成立免费顺风车队的想法。他找到班长
王琴林商议，俩人一拍即合，并得到了班组其他成
员的赞同。

今年 11 月，陈吉星和同事王琴林、陈顺平、陈
维高、朱兆泉组成了“馨飞扬顺风车队”。下班时，
他们开着私家车，顺路免费送错过末班车的乘客
下山。仅一个多月，他们已将 100 多名错过末班
车的乘客送下山。

做好事也不是那么简单，让陌生人上车，首先
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一开始，我不敢上车，可看着他们穿工装，就
觉得放心多了。”曾经坐过馨飞扬免费顺风车的大
学生穆婷说，今年 11 月，她和同学在崂山等车到
天黑，曾遇到开面包车的司机说带她们下山，大家
觉得不安全，没敢上车。但看到温馨巴士驾驶员
穿着工装过来询问，工装上写着公司名称，衣服前
襟上还有工号时，3 名女生终于放心地坐上车返
回学校。

馨飞扬车队驾驶员告诉记者，起初，他们也被
乘客误解是黑车。后来，顺风车队的驾驶员坚持
每天穿工装回家，乘客就会减少顾虑。另外，他们
还会在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放一块醒目的红
色提示牌，方便乘客们辨识。

有时，乘客在山上滞留，驾驶员无法及时观
察。现在，车队成员们还商量着做一个微信群的
二维码名片，黏贴在站牌处。如果有错过末班车
的游客，可发微信联系，方便驾驶员定位。如果乘
客没坐上车，驾驶员下班后可在相约的站点将其
捎上，这样能更大地发挥顺风车的作用。

“遇到这样的车，乘客尽可以放心搭一程，不
会收取任何费用。”交运温馨巴士捷达分公司经理
史顺说，“公司将呼吁更多有条件的驾驶员参与到
免费顺风车队伍中，在社会上传递正能量。平时，
在路上看到放有‘馨飞扬免费顺风车’牌子的私家
车，也可随时招手乘坐。公交车驾驶员基本都是
崂山当地人，对路况比较熟悉，会尽量满足求助人
的需求”。

开私家车送客的公交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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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6 日，一条“扩散，那个爱
帮人的厦门交警陈清洲被查出肝癌，谁能
救救他？”的微博引爆网络，短短几天，就被
评论转发 400 余万次、阅读量过亿。“清洲
加油”“清洲挺住”的呼声响彻虚拟世界。

一名普通基层民警为什么能够得到全
国万千网友自发的关注与祈福呢？

“亮灯警察”：
让灌口“从黑暗走向光明”

一提起陈清洲主持的“亮灯工程”，集
美灌口群众就交口称赞，这一民生工程的
由来还有一段小插曲。

2006 年 2 月，陈清洲来到仅有 5 名交
警的灌口中队担任指导员。上班第 3 天晚
上，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经过灌口。

“爸爸在这里上班。”路上，陈清洲向女
儿介绍自己新工作的地方。女儿却满脸疑
惑：“爸爸是不是不乖，怎么被‘赶’到这个
黑乎乎的地方来了？”当时女儿才 4 岁，孩
子无心的一句话，让陈清洲留意到：灌口不
少主干道，连一盏路灯都没有。

随后，陈清洲了解到，灌口不但没有红
绿灯、人行天桥，甚至连 1 米的隔离护栏也
没有；一到晚上，辖区道路就黑漆漆；交通
秩序乱象多，重大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尤其
是灌口辖区，8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夜
间。“亮灯”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希望，也成
了陈清洲面临的当务之急。

带着一本小本，陈清洲出发了。很快，
本子被各种线条、标志物填满：这里有学
校，缺少斑马线；这里岔口多，需要一座红
绿灯；这段国道和村道的交叉路口，夜间极
易发生交通事故⋯⋯陈清洲一点点地为灌
口设计出一幅完整的交通设施规划图。

那几年，陈清洲总是随身携带一份关
于辖区交通情况的报告和他绘制的交通设
施规划图。各种交流会、座谈会，只要抓住
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向各级领导汇报。
多年后，很多领导一看到陈清洲就开玩笑
说：“清洲啊，我们一看到你就害怕。”

3 年来，陈清洲说哑了喉咙，得了慢
性支气管炎，两次因肝炎住院，但他的努
力没有白费：从 2007 年到 2011 年，18
条斑马线、86 面交通标志、128 米减速
带、172 个临时停车位被划出来了。紧接
着，国道 324 线辖区 15 公里路段全部亮
起了路灯。再接下来，15 座红绿灯、6 座
高位照明灯、24 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也
亮了起来；还有 3 座人行天桥、万米隔离
护栏、18 个交通广角镜伫立在灌口各辖
区的交通要道上。

灌口百姓忘不了陈清洲，给他取了一
个好记又亲切的名字，“亮灯警察”，表达大
家对这名好警察淳朴而真挚的感激。

“陈清洲从杏林调到灌口，如同从‘光
明走向黑暗’，但仅仅 3 年时间，他把灌口
从‘黑暗带向光明’，他白天走、干、讲，晚上
读、写、想。”灌口镇党委副书记黄建勤对

《经济日报》记者说。

安全教导员：
让交通安全深入人心

陈清洲深知，交通警察的职责不仅是
完善交通安全设施，更要让群众树立交通
安全的意识。他用 12 张罚单使一名辍学
飙车少年变身创业大学生的故事，至今让
人津津乐道。

2006 年，叛逆、好动的林伟健从朋友
处借来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哥们儿，成天
在集美灌口“狂飙”。没潇洒几天，他就被
陈清洲扣下。“未成年、没戴头盔、穿拖鞋、
超载⋯⋯陈清洲依法开出 12 张罚单，凡是
有问题的，全都一一列了下来。”林伟健回
忆说，“每张罚单上都有陈清洲的签名，从
此，这 3 个字就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摩
托车也被没收了，那时真是满肚子怨愤”。

得知林伟健只有 16 岁，当时初中毕业
后辍学在家，陈清洲又让林伟健在保证书
上额外增加了一条，“保证继续上学”，这一
保证将林伟健又拉回了学校。

2008 年，林伟健在灌口中学读高二，
学校举行交通知识讲座，他搬着板凳一到

操场就愣住了，台上站着的正是陈清洲。
台下的林伟健依然心有怨愤，但看到

陈清洲将枯燥的安全知识讲得生动有趣，
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强调注意事项，他的
心里被触动了：“讲得还不赖嘛。”

2013 年，林伟健大学毕业后创业，不
但有了自己的车，也褪去了年少轻狂。“现
在，上车系安全带时，经常会想起陈清洲和
当年的 12 张罚单。要不是他，我现在还不
知道在干什么呢！”林伟健不无感激地说。

“我认识他 10 年了，他可能不记得我
是谁，但只要涉及他的报道，我都会找出来
看。”得知陈警官罹患重病的消息后，林伟
健在微博上留言说：“虽然 2006 年你给我
开过 12 张罚单，我仍觉得你是个好人！希
望好人一生平安，一切都能挺过去！”

为让更多群众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在
担任集美交警灌口中队指导员期间，陈清
洲大力推动建立安全宣教长效机制。经过
5 年多努力，建成集多功能电教室、流动宣
传板块等为一体的安全宣教中心，不仅涵
盖了交通安全系列教育，还兼顾防火、防诈
骗等内容。他创新制作的宣传用品环保
袋、笔筒、茶具等，随着他的足迹走入千家
万户，平安理念也深入广大群众心中。

陈清洲和队友们在路面执勤时，手里
经常拿着个空袋子。这是他独创的环保宣
传购物袋，上面印有结合常见交通违法行
为编写的“宣传口诀”，如红灯停、绿灯行
等。陈清洲把这些袋子通过村委会派发到
家家户户，如今，这些交通安全理念已深入
人心，交通事故大为减少。

为让百姓更深刻、直观了解交通事故
带来的危害，陈清洲还把一部因车祸致使
司机当场殒命的摩托车借回队里，固定在
一部四轮小车上，随时推到路面开展宣传。

安全宣教中心建成以来，已经接待学
生和社区群众逾 10 万人次，大大提高了市
民的安全意识。当前，集美正以此为范本，
打造全新的市级安全宣传电教室，陈清洲
的好点子正不断扩散，让越来越多人受益。

网络大 V：
帮助更多群众 传递更远爱心

2011 年，陈清洲开通了个人实名微
博，把交通安全宣传和帮人助人从“线下”
拓展到“线上”，很快成为拥有近 80 万粉丝
的“大 V”。300 多次微博寻人成功的案例，
让陈清洲成为网民口口相传的“寻人警
察”。

2012 年 6 月 12 日下午，集美群众邱美
丽四处找不到母亲邱能秀，“母亲身体不
好，还有失忆症，这可怎么办！”随后的一
周，邱美丽和家人像疯了一样，找人、报警、
贴寻人启事⋯⋯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全都试
过，仍没有一丝消息。“我当时快崩溃了，觉
得希望越来越渺茫。”邱美丽回忆说。

怀着一丝希望，邱美丽慕名找到陈清
洲。“没问题，我会尽全力帮您找，快把您母
亲的详细信息告诉我。”陈清洲接到求助电
话，一口答应，并安慰她不要着急。

十几分钟后，一条寻人微博发送：“急！
急寻走失的妈妈：邱能秀，身高 1米 5⋯⋯”

微博发出后，陈清洲不停转发，“厦门

这几天连续下雨，家人已经找了一个星期，
拜托大家！”邱美丽说，“看到陈警官像自家
人走失了一样忙前忙后，心里暖暖的。一
个陌生人，居然会这么尽心尽力，除了感
动、感谢，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令邱美丽欣喜的是，微博发送没几
个小时，就传来了母亲的消息，陈清洲电话
联系她说，母亲在梧村派出所。拖着已经
酸软的腿，邱美丽一口气赶到梧村派出
所。果然，在派出所门口，她看到民警正在
给母亲喂饭，当场热泪盈眶⋯⋯

陈清洲还利用其微博影响力救人。
“那是 2012 年 6 月 23 日。”家住同安

区的黄用咬了下嘴唇，“我永远也忘不了那
一天”。因儿子圣楠先天患有罕见的恶性
苯丙酮尿症，身体无法正常代谢，只能靠药
物维持。23 日前几天，惟一可用的药断了
货，到处都找不到药源。23 日晚，小圣楠
开始手脚抽搐、摇头晃脑、口水直流，在床
上不停打滚。黄用和爱人心疼至极，却无
能为力。

陈清洲得知这件事情之后说：“这是大
事啊，我们得抓紧时间找药！”

6 月 24 日晚 8 点 15 分，陈清洲发出一
条“为小圣楠求药”的微博，短短几天时间，
这条微博就转发 2000 多条。在此期间，
陈清洲一刻也没有松懈，利用微博，不断@
有影响力的“大 V”，不断联系本地媒体。

在陈清洲不分昼夜的努力和网友热心
帮助下，5 天后，微博上传来好消息：广州
一家药店有药！29 日晚，因药源紧张，5 粒
救命药先从广州“飞”来，救下圣楠一命。得
知小圣楠家境困难，医药费用昂贵，他还发

动募捐，为小圣楠筹得善款 20万元。
目前，陈清洲共发布微博 4.7 万余条，

平均每天 20 多条。内容都是安全提醒、警
察故事等，朴实无华、真诚温暖、贴近百姓，
充满正能量，受到大家一致欢迎。其中，#
清洲帮寻人#公益寻人专栏阅读量达到
13.3亿人次，帮助找回走失人员 300多名。

反诈骗大师：
农民脸、民工腿、教授嘴

线下忙着交通安全教育，线上忙着寻
人、救人，长期高强度工作，让陈清洲在
2007 年 5 月患上急性肝炎，先后两次病重
住院治疗。但是，每次在医院待不了多久，
他就想回去上班，多次跑去跟医生商量。

医生被“烦”得受不了，大声跟他讲：
“陈清洲，你如果不要命，你就出院！”他就
笑嘻嘻地跟医生讲他的“亮灯”工程、他的

“小背包”交通安全宣传⋯⋯医生被这个
“拼命三郎”感动了，只好定了折中方案：出
院可以，但每周都要到医院打干扰素。就
这样，他边上班，边到医院打干扰素。但工
作一忙，他就把打针的事抛在了脑后。

2016 年年初，从灌口派出所调到集美
公安分局指挥情报中心后，陈清洲成了一
名反诈骗斗士。尽管年过 45 岁，他硬把很
多年轻人都用不来的 PPT 软件、编辑系统
软件用得得心应手。每个反诈骗图标、反诈
骗视频，他都亲自动手，反复推敲。

因工作繁忙，陈清洲 10 多年没回过远
在青海的岳父家。8 月下旬，在领导强制
下，他带着家人赶回青海休假。因临近高
校开学，他担心这些初次远离家门的大学
生容易落入骗子的圈套，刚休假 5 天，就独
自匆匆赶回厦门，全力准备高校防骗内容：
做课件、写动漫脚本、制作防骗书签⋯⋯

9 月 2 日至 23 日，21 天授课 19 场，陈
清洲以平均每天 1 场，每场 2 小时的频率，
为 4万多名大学新生传授了防骗知识。

熟悉陈清洲的人都说，他长着“农民
脸、民工腿、教授嘴”。这“教授嘴”就是因
为他生动活泼的授课内容和充满激情的授
课方式得来的。15 年间，他一共在辖区内
开 展 交 通 安 全 和 防 范 诈 骗 的 宣 讲 活 动
3000余场，听课群众达 10余万人。

辛勤工作下，无数荣誉接踵而来，他的
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患肝病后，陈清洲本可以调整到轻松
一点的岗位，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继续
前行。

7 月的一天，陈清洲在常规体检中被
怀疑肝细胞出现癌变，医生嘱咐要赶紧复
查。但因工作繁忙，复查一拖再拖。妻子
反复劝他赶紧去复查，可他却说：“全局警
力都压上去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休息！”

9 月 15 日，“莫兰蒂”超强台风正面袭
击厦门，陈清洲忍着隐隐作痛的腹部，主动
要求带班。当时，通讯网络中断、窗户玻璃
破裂、风雨不断灌进指挥大厅，他带领全体
民警调用应急手机，头戴安全帽，手握充电
宝，连续接听拨打了 100多个报警电话，一
次次打通生命救援的通道。到次日晚 7
点，陈清洲已不眠不休 36小时。

9月 23日，核磁共振检查结束后，医生
告诉陈清洲，结果不是太好，肝部能看到明
显的阴影，但还需要确诊。

即便如此，他仍然赶赴集美大学，饱含
深情地为 2000 多名大学新生连续上了两
堂防骗大课，脸上依然是那副阳光的笑容。

9月 26日，陈清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目前正在上海接受介入治疗。

“清洲加油！”“清洲挺住！”

用爱心点亮群众希望之灯
——记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指挥情报中心教导员陈清洲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他是“亮灯警察”，让厦门集美灌口
“从黑暗走向光明”。2006年至2010年，
灌口辖区人流量、车流量增加了 10多
倍，“亮灯工程”的实施，使交通事故率下
降九成，万车死亡率也下降八成多。

他是“网络大V”，80万粉丝，14.1亿
人次阅读量，微博专栏累计阅读量达到
26.2亿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群众
找回300多名失踪人口。

他也是“防诈骗大师”，15年来为学
生和社区群众等授课上千场次，听课人
数达10余万人次。

这些成绩，一个人一生能取得一项
都很不容易，而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集
美分局指挥情报中心教导员陈清洲，在
46岁之前已经全部实现了！

短短几天内，一条基层民警罹患肝癌

的消息被转发 400 余万次、阅读量过亿，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每一次转发、阅读的

背后，都涌动着一颗暖人的爱心。这些爱心

汇聚成冬日里的一股暖流，温暖着与病魔

做斗争的民警陈清洲，温暖着无数为和谐

社会默默奉献的人。

这无疆的爱来自哪里？来自陈清洲那

颗宽广的心。

作为公民，陈清洲心里永远装着工作。

凭着极强的事业心，他无论身处何种岗位，

担任什么职务，都倾情倾心倾力，努力做出

一番成就，充分展现出合格公民爱岗敬业、

开拓创新、勇创佳绩的高尚职业精神。

作为交通警察，陈清洲心里永远装着

交通安全。从警21年来，他始终以保障交通

安全为己任，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执法，并

努力改善辖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全力推

进安全法制宣教工作，展现出优秀交警克

己奉公、严于执法、敢于担当的光辉形象。

作为人民警察，陈清洲心里始终装着

人民。一心为民、大爱无私的公仆情怀，让

他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心上，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把保一方百

姓平安视作崇高职责，展现出人民警察爱

人民的优良精神风貌。

作为共产党员，陈清洲心里始终装着

党。入党 16 年来，他始终忠于党、忠于祖

国、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平凡的

公安基层一线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起新

时代共产党员的一座丰碑。

心若宽广，爱必无疆。心里装着工作，

让陈清洲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心里装

着交通安全，让他得到了单位认可和同行

的赞誉；心里装着人民，让他收获了广大人

民真切的爱戴；心里装着党，让他得到了一

连串光辉和荣誉。

作为一个人，陈清洲的心里装下了太

多的东西，却唯独没有装着自己。为群众，

他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个人，却“挤不

出”哪怕一点点时间。这让他在年富力强的

年龄过早地失去了健康。

时代永远呼唤英雄。但我们更希望陈

清洲这样的英雄，能够在心里也给自己留

一点空间，让爱更加恒久绵长；也希望那些

心里只装着自己的人，能够敞开心胸，装下

更多的东西，让爱更加浓烈无疆。

心 若 宽 广 爱 必 无 疆
薛志伟

▲ 陈 清 洲 帮

助行人过马路。

（资料图片）

▲ 陈 清

洲（左）向辖区

老年人宣传防

骗知识。

（资料图片）

▶ 陈 清

洲为小朋友讲

解安全常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