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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警察日：

说说咱身边的警察

3 月 13 日上午 10 时

许，在临沂市公安局，记者
见到了薄照利。虽然是周

末，但薄警官依然正常上

班。他身着整洁的警服，给

人一种干净的感觉，厚厚

的眼镜片，依然挡不住他

锐利的目光。

薄照利今年 4 5 岁，

1989 年参加工作。工作 20

多年，薄警官谈到自己最

大的感触时说：“法医通过

对死者解剖等技术手段，

可以为案件的侦破指明方

向，可以称得上是案件侦

破中的‘大脑’。”

“现很多罪犯反侦测
手段越来越高，很多案件

在现场留下的线索非常

少，这就需要法医在解剖

尸体过程中发现对案情
有利的证据。”薄照利举

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今

年一月份，在苍山有桩命

案，现场死者尸体胸腹脏

器外露、烧伤碳化，基本

失去检验条件，但经我们

细致检查，最终认定死者
残留的咽喉部没有明显

的烟灰碳末附着，据此作

为死者不是生前烧死，为
案 件 侦 破 起 了 重 大 作

用。”

提到自己愿望，薄照
利说：“现在我们局里有 9

个法医，每年协助侦破 400

多个案子，说实话有点累，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增加

法医队伍。”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斌

编者按

3 月 14 日是国际警察日，虽说是警察们自己的节日，但临沂市不同警种的警察仍然坚守岗位，节日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就意味味着更多的付出。

而市民对他们的牵挂和关心，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警察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分别选取了六个不同警种的警察，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心愿。

3 月 13 日，记者在临

沂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见到

了正在接警的周清。他一
边和报警人沟通，一边将

信息录入电脑。放下电话，

周清告诉记者，这是他今

天接的第 21 个报警电话。

周清，已经在 110指挥中

心工作 4 年，日常工作就是

接听市民电话，尽快详细填

写有效处警单。处警单生成

后，经由系统自动派发至辖

区相应机构，在规定时间内

实现出警。在接听电话的过

程中，当事人的情绪一般不
太稳定，需要对其进行有效

引导，才能尽快出警。

他告诉记者，他们指

挥中心每天都能接到 2000

多个报警电话，有危急病
人需要救助的，有银行卡
被吞求助的，甚至还有夫

妻闹矛盾寻求调解的，远

远超出了常规意义上的
110 接警范围。

“‘有困难找警察’是

人民群众挂在嘴边上的

话。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能

帮群众解决困难，我们就

会感觉欣慰。”但是，每天

接到的 2000 多个报警电话

里，只有 200 个左右是有效

报警。“这是我们最不愿面

对的。”周清言语间透出些

许无奈。

最让他们觉得困扰的

是，有人打电话称自己在

某个地方出事了，接着便

挂掉电话，“遇到这种事

情，不管真假，我们只能当

做真报警来处理，但是民

警赶到后如果扑空，就浪

费了警力。”

“希望能少接一些无

效报警电话。”提到警察日

的愿望，周清这样对记者
说道，不怕被骚扰，就怕浪

费有限警力，致使紧急报

警电话被延误，危害市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文/片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肖楠

经过重重铁门，在临沂
市看守所一间监控室记者见

到了正在观察监控的王作

才，监控室上显示的是各个

监室和工作车间的情况。

他是临沂市看守所留

所服刑大队的一名民警，

平时的工作是负责监管犯

人，看监控，在犯人劳动时

现场巡视，保障安全。

对于犯人改造，王作

才做了一个比喻：“人像船
一样，在社会这个海里航

行，海里有旋涡、有暗礁、

有鲨鱼，海上有安全的航

线，但是这些人受到不良

影响没走航道，碰到这些

东西能怨谁呢？”

在这里跟犯人相处不是

一味靠教育，跟他们拉家常，

从生活上关心爱护他，这样他

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才会主

动跟民警说。“监管安全和自

身安全，两个安全是我们的目

标。”王作才说，在这里流传着

一句话，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

成绩，20 年来王作才承包的

监室从来没出过问题。

说起家庭王作才不
禁有些黯然，他的妻子陆

永华去年查出宫颈癌晚

期，9 月住进医院，现在每

周都要化疗，在这期间他

父亲小肠脱落住院手术，

母亲因为白内障也去做了

手术，他的岳母去年 10 月

中旬因车祸造成脑部弥漫

性出血，在医院里昏迷了
20 多天，目前还没出院。奔

波瘦了 20 多斤，平时他上

谈起即将到来的国际警
察日，他说，最大的心愿就是

希望家人能够早日康复。

文/片 本报记者

左肖 通讯员 肖楠

人物：王兴东

职务：临沂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

3 月 13 日下午，记者
在解放路与通达路交会路

口，见到了王兴东。由于每

天在街头执勤，长时间的

风吹日晒，使得王兴东皮

肤黝黑。军人转业的他笑

起来很爽朗，工作起来也
稳重、干练。

今年 50 岁的王兴东
1998年部队转业后就到交警
部门工作，十多年来一直在

路面执勤。“交警多在粉尘、

尾气、噪音污染严重的道路

环境中，又没有任何的防范

措施，很多交警患有呼吸道

疾病，交警也被称为高污染、

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王

兴东说。

“近几年来，临沂的机

动车数量每年成倍增加，

道路通行压力增大，我们

的工作也在加重，现在每

天早晨 7 点 30 分上岗，经
常一直工作到晚上 10 点

以后才能下班回家，越是

恶劣天气越要忙碌，虽然

累点，但是很快乐。”

王兴东告诉记者，工作

中，最闹心的就是处理违法

时，一些违法市民不理解，

不配合，有的甚至威胁、谩

骂交警，这让他们很痛心。

王兴东说，在交警岗

位上这么多年，一天不到

路上去就“心里不踏实”。

“怕很多事，怕有违法肇事

的，怕有闯红灯的，怕学生

放学的时候过马路不安

全。”

在国际警察日里，王

兴东说：“希望路面上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分离，行人

车辆各行其道，不再有违
法、事故发生，老百姓走在

路上能够有安全感。”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希文

人物：王作才

职务：临沂市看守所民警

人物：周清

职务：临沂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挥调度科民警

人物：薄照利

职务：临沂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副主任、主任法医师

▲周清正在接听报警电话

▲在监控室监管监室
和劳动生产车间

3月 11日上午 10时许，

在罗庄区盛庄派出所，记者
见到了吴艳。她个子不高，爱

笑，让人觉得亲近。

“派出所工作小而杂，

千头万绪，忙起来就很难

坐下。不过习惯了就好了，

群众有事不找咱找谁呢？

和群众打交道，脾气急了

可不行。”吴艳说。今年 32

岁的吴艳 2003 年从警校毕

业后被分到公安系统，一

直从事基层工作。

吴艳说，她做的事情都

是些琐碎的小事，办暂住

证、接处警、门面店的消防

设施检查等等。她所管辖的

李白庄社区一共有 7000 多

居民，为了做好社区工作，

她每天再忙也要去社区转

转，了解社情民意。在盛庄

派出所工作了 3 年多，吴艳

了解每一户常住居民的家

庭情况，社区里只要有外来

人员，吴艳总是第一时间赶

过去了解情况。

“我感到最愧疚的就
是平时没有时间陪孩子，

儿子今年五岁了，一直由

爷爷奶奶带着。”

提到国际警察日的愿

望，吴艳说：“我的愿望很

简单，就是想好好休息一
下，陪陪孩子。”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海蒙 通讯员 郝国华

人物：吴艳

职务：罗庄区

盛庄派出所

社区民警

人物：杜伟

职务：临沭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

技术中队队长

虽正值周末，但杜伟
根本没时间休息，因为手

头上的案子，他已经记不
清楚多久没回家看望爸妈

了。13 日上午，记者见到杜

伟时，他正紧皱眉头忙着

查看资料。

杜伟是临沭县刑警大
队技术中队队长，他和队

员们主要负责一些大案、

要案的现场勘查等工作。

“记得去年一个抢劫杀人

案，通过现场勘查，推测犯

罪嫌疑人可能受了重伤，

随后走访县区各大医院、

诊所，后在一家医院找到

了受伤的犯罪嫌疑人。”杜

伟说，后来查知该犯罪嫌
疑人为外地流窜犯，每次
到异地作完案后就会离

开，如果没有现场勘查获

知其受伤的消息，犯罪嫌
疑人离开后就很难破案。

“我们的生活没有规律，

忙的时候几天回不了家。”杜

伟说，女儿已经读四年级了，

但是很少接送过女儿。“记得

有一次老母亲想我了，给我
打电话，说想不起自己儿子

长什么样了。”

谈起即将到来的国际警
察日，他笑着告诉记者从没

有节假日和周末的概念。“最

大的心愿就是回去看看父

母，陪着孩子出去玩玩。”

文/片 记者 郇恒

吉 通讯员 陈兆勇

▲ 3 月 11 日，吴艳在盛庄街道陈家白庄陈砚田

家走访。

▲杜伟(右一)正在和同事忙着进行物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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