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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参加少年警队！耶！”校园
里，操场上，22 位系着红领巾的少年自
信而骄傲地迎着阳光列队，参加新一届

“少年警队”的授帽和授章仪式。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广州市

第三十三中学的“少年警队”又迎来
22 名新队员。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
局南华西派出所，就是这支充满朝
气、活力、富有正义感的“少年警
队”的发起者。

“少年警队”诞生

说起南华西“少年警队”，不得不
谈到几年前的一件事。

2014年10月，南华西派出所龙武
里社区民警接到广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反映：开学以来，校内个别初二学生
向同班同学收取“保护费”。派出所对
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警力会同校方
开展核查，并全面加强学校周边地区
的防范工作，力争把校园欺凌问题解
决在萌芽阶段。

经调查，发现了一个由社会人员
挑头、在校学生组成的自称“义泰
帮”的团伙。该团伙成立于 2014 年 5
月份，成员涉及市内几所中学和职业
学校，存在强迫学生入会和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性质较为
恶劣，严重影响到在校学生的安全和
校园教学环境。南华西派出所通过深
入排查，掌握到该团伙成员的基本情
况后，迅速收网，成功抓获 4 名犯罪
嫌疑人 （刑事拘留 3 人、行政拘留 1
人），成功打掉这个专门敲诈勒索在校
学生的犯罪团伙。

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法制教育等问
题，是近年国内治安工作面临的难
点。为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源
头上减少、消除校园不安全因素，南
华西派出所一直以来树立“借力、嵌
入、融合”的理念，积极探索与社会
组织合作的途径，解决青少年法制教
育的难点。

2016 年初，南华西派出所与辖区
内广州市第三十三中学、华仁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合作，从学校的每个教学
班择优选拔2名至3名有奉献精神、综
合素质过硬的学生作为队员，组建一
支南华西“少年警队”，在校园内开展
安全知识宣传，“以点带面”全面提高
学生的自我保护、安全防范与抵御犯
罪的能力，为校园师生营造良好的校
园环境。

为孩子们“雪中送炭”

“少年强则中国强。”每一个少年
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都连接着家
庭和社会。南华西派出所结合辖区老
年人和青少年群体多的特点，把关
心、关爱未成年人放在社区警务工作
的突出位置，依托“少年警队”工
作，竭尽所能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安全
堤坝，给予孩子们一个可以依靠的
港湾。

2017 年，三十三中学一名品学兼

优的学生明仔 （化名），因其父中风生
活不能自理，其母离家出走，明仔只
能暂时寄住在黄埔区某村的远房亲戚
家。由于居住地距离学校几十公里，
单程到校就需要两个多小时，明仔每
天早上天没亮就起床去学校，晚上回
到亲戚家已经很晚，吃饭也没有固定
时间。学校老师了解情况后，为保障
明仔学业顺利完成，向南华西派出所
走访小组反映了明仔的情况。随后，
社区民警黎伟凤带领走访小组迅速联
系辖区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帮助明
仔解决了吃、住问题，使其得以安心
读书。为此，学校向派出所送去感谢
信及一面写着“上善若水”的字画牌
匾，感谢派出所对学校工作的支持以
及对学生的关爱。

还有一次，一位家长到派出所报
称其女儿因琐事与家人闹矛盾，几天
没回家，并且处于失联状态，不知是
否有人身危险。派出所迅速通过视频
监控、走访群众等方式开展查找，并
联系该女生所在学校了解情况。这
时，“少年警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位“少年警队”女队员以同学兼闺蜜
身份配合警方巧妙地让家长在太古仓
附近“偶遇”到离家出走的女生，并
劝说她跟随父母回家。

强化校园安全“堤坝”

“目前，三十三中学共有 60 多名
学生加入‘少年警队’，这些学生分布
在各个班级，一旦发现班级中有学生
出现不良倾向，少年警员会第一时间
上报，派出所民警将联合学校和专业
社工机构共同介入，将涉校园安全问
题第一时间遏制住，保护青少年的成
长。”作为“少年警队”的主要创建
人，凤阳派出所副所长冯荣炜说。现

任南华西派出所副所长、广州市第三
十三中学法制副校长蓝生华表示，维
护校园安全，守护孩子成长，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坚持和完善

“少年警队”制度，把“少年警队”工
作做得更扎实，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
宁和谐的学习成长环境，是南华西派
出所的重要工作之一。

某日深夜，南华西派出所接到某
中学反映，该校一名初三学生扬言次
日带刀回校，已引发其他同学的恐
慌。“事关校园安全、事关学生安危，
刻不容缓，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派出
所所长廖雪梅立即联系学校了解详细
情况，连夜铺排工作，一方面会同校
方，密切关注该同学的动态；另一方
面安排警力在次日学生到校前，与学
校内保力量一起加强校园安全防范。
次日，派出所安排两组警力分别守候
在学校路口及校大门口。在发现该名
学生后，便衣民警配合老师第一时间
将他带到学校接待办公室，询问情
况，做孩子的思想工作，让孩子配合
调查。经检查，确认其没有带刀具返
校。虽然排除了危险，但民警仍像教
育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说服教育，
让其明白不能说欠妥当的话，更不能
去做伤害他人和自己的事。

带动更多青少年健康成长

“‘少年警队’这项工作的意义
非常大。通过课余的学习、训练、参
观警营和参加志愿服务，孩子们的法
制意识增强了，学会了感恩和关爱社
会弱势群体，同时也激发出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已经负责“少
年警队”工作数年的三十三中学团委
老师万国军说。“少年警队”新成员、
初一新生钟善霖和陈谊都说，以前就

听说过“少年警队”，上初中后知道
“少年警队”要招新，在得到家长的大
力支持后加入到“少年警队”，希望通
过成为少年警员，增长见识，制止校
园不文明现象，帮助社会上更多有需
要的人。华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吴祉殷说：“通过设计、策划一些活
动，让少年警员在社会实践中成长，
自己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南华西派出所以“少年警队”为
载体，通过三大基础 （队制建设、警
营训练、考核评估）、六大内容 （校园
安防、巡逻体验、宣传防范、志愿服
务、师生自我保护、社区服务），将校
园安全防范宣传、法制教育、社区志
愿服务等不断深入推进。从安全、法
制和公益三方面着手，开设警队培训
课堂、假期夏令营活动，组织少年警
队开展队列、体育体能、自防救助等
技能训练，学习 110 报警、法律法
规、安全防范、社工志愿服务等相关
知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队员深入
社区，参与上门慰问、社区巡逻、花
市服务宣传和户外大型专题宣传等社
会实践、治安志愿活动，培育青少年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增强法制观念，提高社会责任
感，让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榜样，从
根源上解决校园内部及周边的治安隐
患，更好地建设“平安、正义、和
谐”校园。近年来，三十三中学未发
生校园欺凌事件和学生违法行为，校
园安全环境发生根本性好转。

经 过 3 年 多 的 探 索 和 发 展 ， 目
前，南华西“少年警队”已扩展到岭
南画派纪念中学，共吸纳培育“少年
警队”队员 102 名，同时储备了一批

“少年警队”预备队员，为更好营造辖
区校园安全环境、引导教育青少年健
康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少年的你”在阳光下成长
——广东广州市第三十三中学“少年警队”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毅贤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董事长、总
经理陈鲁并不忌讳“大染坊”的招牌是

“借”来的。2003 年 10 月，中央电视
台播出描写山东淄博市周村丝绸发展
史的电视剧《大染坊》。主人公陈寿亭
的家国情怀，激发了陈鲁让周村丝绸
重振雄风的斗志，在电视剧播出第二
天，他敏锐地抓住机会，注册了“大染
坊”商标。

据考证，周村是全国桑蚕丝绸业
重要发源地和古代丝绸之路丝绸的主
要货源地和集散地之一，享有“旱码
头”“丝绸之乡”等美誉。

上世纪90年代末，周村丝绸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逐渐萧条，产能萎缩，失
去了往日的辉煌，陈鲁任总经理的“天
力丝绸”资不抵债、濒临倒闭。“1995
年以前，丝绸为国家创汇排在各行业
之首，看到眼下这样的窘境，我这个干
了 20 多年丝绸的人不甘心。一定要
借助电视剧的热度，让周村丝绸再度
发展起来。”2007 年 7 月，脱胎换骨、
浴火重生的淄博大染坊丝绸发展有限
公司破茧而出。

陈鲁说：“巧得很，陈寿亭15岁讨
饭时被周掌柜收养，从此进入印染行
业。而我16岁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
到淄博丝织一厂成为一名挡车工。”陈
鲁直言，他不仅向电视剧“借”了名号，
还“借”来了发展思路。

“过去，我们生产的胚绸以每米 8.5 元的价格卖给欧洲客
户，客户经过染色印花等加工后，再卖回给我们，一米绸能卖到
80 多马克。同样的面料，国内的一条普通丝巾只能卖几十元，
而‘爱马仕’一条要卖 1000 多美元。没有绝活儿，没有自主品
牌，只能是地摊货！”陈鲁痛定思痛，先后投资2亿元进行技术改
造，淘汰落后产能，摆脱“以廉争利”的生产模式，并不断完善研
发机制，每年都有 10余项发明专利问世。同时，集团还与大专
院校、知名家纺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产品向精细化、系列化、品牌
化发展，并屡获全国设计大奖、优秀面料大奖。集团目前是江北
最大的丝绸印染生产企业，被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集团生产的丝带编织系列产品售价以克计算，“诺宝丝邦”
也成为传承周村百年商埠荣耀的知名品牌，演绎了一部现代“大
染坊”的传奇。

一“借”成名的陈鲁，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把借势的目光瞄向
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理应成为丝绸企业更大的
战略机遇。”在陈鲁看来，新的丝绸之路必然是文化之路，他认
为，丝绸产品不仅仅是衣被巾帕，它本身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
化。这几年，“大染坊”开发出丝绸报、织锦书、彩印画，融入了时
尚、科技元素的传统丝绸被做成了文化创意产品、艺术品和收藏
品，多件作品获得全国丝绸文化创意金奖，企业也被列为山东省
文化和服务出口重点企业。“借助发展优势，我们加快培育新动
能、构建新优势、拓展新空间，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才会越走
越宽。”陈鲁说。

在古城拉萨巍巍红山之巅，布达拉
宫依山矗立，庄严而又神秘。这座已屹
立1300多年的藏式宫殿是世界文化遗
产，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地。

作为土木石结构的超高层建筑，布
达拉宫历史上曾遭遇过数次火灾，最近
一次发生在1984年6月17日。火灾次
日，一个班的消防指战员进驻布达拉
宫，35 年来，历届驻守布达拉宫的消防
指战员们用使命和担当筑起世界文化
遗产的“防火墙”，创造了布达拉宫零火
灾的纪录。

步入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市支
队布达拉宫大队营区的荣誉室，映入眼
帘的是一口铜钟，铜钟下一个由涂写着
消防指战员名字的小石子组成的“忠”
字与之呼应。“做布达拉宫忠实的守护
者，这是我们的忠诚使命。”布达拉宫消
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次仁旺久的话掷
地有声。

清晨 7∶50，沉睡了一夜的拉萨微
曦初露。布达拉宫西大殿的门也被打
开，整晚在大殿执勤的消防员王君全迅
速加入整装待发的执勤小组，一天的工
作开始了。

“大队消防员平均年龄25岁，24小
时守护着这座建筑面积近 13 万平方

米、房间2000多间的宫殿，每天在狭窄
的楼梯间爬上爬下巡逻，运动步数近 3
万步，不少战友患上了关节病。”执勤班
长伦珠告诉记者。

“身体上的酸痛其实没什么，最难
受的还是对家人的愧疚。”说起家人，中
队指导员王俊炜满是愧疚。2018年11

月，正值转隶的关键时刻，王俊炜接到
甘肃老家小姨偷偷打来的电话，得知家
中老父亲中风已有两天，因为怕耽误儿
子工作，老两口决定不告诉他。“我真不
是一个合格的儿子！”这位七尺男儿说
着红了眼眶。

“我们共有 40多名消防员，每个人

身上都有故事。”次仁旺久默默地拍了
拍王俊炜的肩膀，给记者讲起通讯员陈
巽乾的故事：

22 岁的陈巽乾有一块特殊的“军
功章”。那是 2018 年 11 月的一天凌
晨，陈巽乾被外间值班室内线电话急
促的铃声惊醒——“肯定是有险情！”来
不及开灯，他立刻往外冲。“咣嘡”一
声，他迎面撞上了同事们怕冻着他而
拉上的玻璃推拉门，一大块玻璃擦着
他的鼻梁落下。当我们闻声赶来时看
到：“巽乾左手扶着鼻子，右手还接听着
电话。拉开他的左手，是一大捧血，鼻
孔里、鼻梁上的血不断地往外流。”过
去 1 年了，这块伤疤却怎么也去不
掉。陈巽乾倒是一点也不介意：“这是
我的军功章！”

其实，每一位驻守布达拉宫的消
防员都有自己的“军功章”，那是手上
或深或浅被烫伤的疤痕。燃香是信教
群众的传统习俗，每天，布达拉宫闭宫
时，消防员们都要细致地检查大殿内
的香炉。“在没有配备测温仪等先进设
备之前，为了避免香灰里有残留的火
星，我们都是用手翻动香灰，一不留神
就被烫伤。”消防员向巴泽登说。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也有很多
乐趣。”次仁旺久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快
乐：前些日子，讲述消防队员工作场景
的电影《烈火英雄》上映。他 8 岁的儿
子益西珠扎第一时间去看了电影。回
来后给次仁旺久打电话说：“爸爸，您
是最美逆行者，是大英雄！以后我也
要当英雄。”那一刻，次仁旺久觉得什
么都值了：“只要组织需要，我会一直
做布达拉宫的守护者！”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市支队布达拉宫大队——

布 达 拉 宫 的 守 护 者
本报记者 贺建明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市支队布达拉宫大队开展供水实战演练。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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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劳模，就要有劳模的样子，即使退休了，劳模本色也不
能改。”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江西大吉山钨业装矿机工钟思能
今年以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81年 7月参加矿山工作的钟思能，2010 年被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在矿山生产一线工作了 38年的他，今年
底就要退休了。

“既然选择了矿山，就要把心交给这片土地，干好本职工作，
站好最后一班岗。”钟思能说，虽然临近退休，他依然和平时一
样，坚持每天最早到岗，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维
修。但钟思能认为自己的精力有限，于是，他将多年积累的设备
操作、维修、保养经验倾囊相授，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同事的业务
技能有了明显提升。现在，他带的很多年轻人也成了“老师傅”，
设备有故障，一听、一看就能很快找到症结。

“我和矿山、装矿机打了一辈子交道，能为这份事业做点事
也是应该的。”正是这份质朴的初心，让他成了精通装矿机性能
的“土专家”，在极大减少故障发生率的同时，年年超额完成生产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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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思能在检修设备。

钟思能（左）给同事教授技能。

民警为广州市三十三中学新加入“少年警队”的队员佩戴徽章。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