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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人物

““让让他他们们记记住住中中国国””
我省首位赴菲救灾志愿者完成救援任务后抵济

贤文警务室民警李学祯：

打打造造““指指尖尖上上的的警警务务室室””
贤文花园小区分南、北两个区，总体规划建设50座旧村改造安置

住宅楼，共计3980套，可容纳万人居住。目前已建成入住的有33座1742
套住房。现有常住人口1491户，4761人；登记出租房屋127套，暂住人口
392人，寄住人口166人，九小场所94家。

这些数字都是李学祯通过实地的信息采集工作一点一点搜集起
来的，在此基础上，李学祯更是带领着贤文警务室在谷歌地图上构建
了“双实”管理工作图，建立了一份准确的管区档案，让贤文警务室成
为“指尖上的警务室”。

李学祯所工作的贤文小
区，是目前高新区最大的拆
迁小区，南区、北区共有50栋
楼，因拆迁问题导致各种利
益交织，业主之间矛盾较多，
小区治安形势复杂。

2010年刚来贤文警务区
时，全社区没有一个监控摄
像头，小区摩托车、电动车和
自行车被偷事件频发。同时，
由于陌生面孔越来越多，再
加上开放式小区进出的人员
比较多，住在小区里不得不
为治安担心。

面对一个个的治安难
题，李学祯在一年内，南区、
北区共安装了179个摄像头，
小区治安大大好转。

“双实”信息采集是指对
辖区内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的信息采集。结合“双实”信
息采集工作，李学祯带领警
务室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挨
家挨户采集信息。碰到有的
住户不配合，李学桢就通过
熟人或周围邻居引见，一次
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
次，直到开门为止，最多的一
家他前后跑了7趟，那个时
候，他经常一周不回家。

在内容安排上，他将常
住人口、流动人口、出租房
屋、街头门店、机动车车型车
号、安全防范隐患等各类信
息捆绑采集，对电动车进行
编号，最终采集各类信息30

多万条。在此基础上，他又设
计建立了电子台账，实现了
以房找人、以车找人、以物找
人。

“你看，通过电动车的颜
色、型号、编号就能找到车
主，每辆电动车都有自己的
编号，就算丢了，也方便找
回”。李学祯给记者介绍，通
过加强基础信息工作，提供
了破案线索。

而且结合谷歌卫星地
图，可以实现对采集来的信
息进行定位。比如输入小区
内某个居民的身份证号就可
以显示出居民的具体住址、
有无机动车以及机动车牌号
等。

用心钻研，破解社区治安难题

李学祯在入户走访的同
时，将治安防范宣传、帮扶困
难群众等工作也一并划为他
的“业务范围”。

辖区住户马大哥，手指
伤残，没有经济来源。为缓解
家庭困难，马大哥拿出所有
家底，向亲戚借钱，又从银行
贷了一部分，东拼西凑了70
多万元准备开一家旅馆。没
想到因对政策不了解，仓促
上马，手续迟迟办不下来。眼

看着70多万元的投资就要打
水漂，马大哥心急如焚。

李学祯了解到马家的困
难后，多次走访相关部门，了
解手续流程，前后跑了一年
半，不仅帮其办全了相关手
续，还帮忙进行房间设计，教
会马大哥用电脑登记住宿。
如今，马大哥的旅馆生意兴
隆，年收入达五六万元。

随手递上自己的警民联
系卡是李学祯的一个习惯，自

从向社区群众公布自己的手
机号后，李学祯的手机成了社
区群众365天、24小时全天候的
热线求助电话，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万能管家”。

晚上喝酒忘记把车停在
哪的给他打电话，家里有矛
盾的给他打电话，甚至凌晨3
点外地送货找不到店主的都
求助于他。“每天越是下班的
时候，我就准备好备用电池，
居民下班，我上班”。

群众的“万能管家”

李学祯演示谷歌地图上的贤文警务室辖机动车信息。 见习记者 王富军 摄

本报见习记者 王富军

11月20日晚，中国红十
字会国际救援队第一批18名
队员搭乘民航班机抵达菲律
宾首都马尼拉，将从马尼拉
转赴菲国中部台风重灾区参
加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王骁
宙就是18名队员之一。

“我们去救援，就要去最
困难的地方。”王骁宙告诉记
者，这是很多中国救援队队
员的心声。塔克洛班市作为
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
最严重的地方，成了这次救
援队的目的地。

当王骁宙到达塔克洛班
市的时候，这位曾经参加过
多次救援任务的“老将”，还
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在
塔克洛班市的帕劳，海啸掀
起了4-7米的巨浪，不到15分

钟，就把这个村庄夷为平地
了，原来有500人的村庄，幸
存者还不到100人。”

“冷静！”王骁宙在心里
告诉自己，救援队员保持冷
静，才能把救援任务做好。冷
静之后，王骁宙觉得在心里
最多的还是对菲律宾百姓的
同情。“不论中国与菲律宾的
关系怎样，救援是无国界的，
而且中国坚持的善邻和负责
任大国的原则更是让我们救
援队员感觉要尽一切努力救
援更多的人。”

菲律宾湿热的气候是王
骁宙这位山东大汉最不习惯
的。30多度的高温加上周围
的湿气，就算什么活不干，体
力也会很快耗尽。为了早点
让菲律宾的民众得到救援，

在搬运设备还没找到的情况
下，中国救援队依靠人力，把
20多吨的救援物资从船上搬
了下来。“汗流得就像小溪一
样。”王骁宙告诉记者。

救援中，王骁宙承担着
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早
期到达的救援队已经把便
于寻找的地方搜寻完毕了，
王骁宙只能和队友们在雨
林里搜寻。“雨林里都是海
啸带来的淤泥，一不小心就
摔倒了，我的鞋子都差点被
扎破。”

“搜寻遇难者，我们靠的
最多的就是嗅觉。湿热的气
候很快让遇难者散发出了尸
臭，要不是前期的训练中训
练过，一般人闻到之后肯定
会呕吐不止。”

“救援要啃硬骨头”

为了搜救出更多的遇难
者，救援队员们都是早早地
起床，趁着天气不炎热的时
候开始工作。

“有时候为了搜救更多
的遇难者，我们就深入到雨
林里面。可是当地，晚上8点
就要宵禁，所以我们只能早
早起来。每天搜救之后，还要
进行总结并且列出第二天的
计划，每天凌晨1点才能睡
觉。”王骁宙说。

在15天的搜寻工作中，
王骁宙和队友们总共搜寻到
了53具遇难者的遗体。许多
先期到达菲律宾的救援队都

不相信中国救援队能够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搜寻到这么多
遇难者的遗体。

“当我们把搜寻到的遗
体的照片和定位点交给当地
部门的时候，那些私底下认
为我们造假的外国救援队都
觉得很惊讶。”

在搜寻遇难者遗体的时
候，王骁宙和队员们都对遇
难者很尊敬。“在我们中国，
都讲究入土为安，我们都把
搜寻到的遗体装袋然后趟过
大河运到遇难者安葬的地
方，有的遇难者被大树压到
了，我们也不是简单地把尸

体拉出来，而是用工具把大
树锯断之后，让遇难者保持
完整。”

语言不通是王骁宙和队
员们遇到的最大障碍，但是
队员们想出了用手势比划的
好点子。“我们给菲律宾政府
军发放奶片的时候，我们就
用手在头上比划了两个犄
角，然后学牛叫，这样他们就
能明白那是奶片。”

救援队尽心尽力的救援
赢得了菲律宾当地居民的感
谢。语言不通的当地居民用蹩
脚的汉语跟王骁宙和队员们
表达了感谢：“你好，中国，棒！”

“中国人，棒！”

12月7日上午，记者在山东省红十字会的会议室见到了刚刚完成
在菲律宾15天救援任务的王骁宙。这位面庞黝黑的山东汉子有着很
多头衔——— 山东省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参加国际救援行动的紧
急灾害救援志愿者、山东省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中国蓝天救援队
山东联络官，曾经参加过四川汶川地震救援、青海玉树地震救援、云
南彝良地震救援、四川雅安地震救援，北京房山水灾救援等。

圆满完成任务抵达济南的王骁宙。 见习记者 王富军 摄

遭受台风袭击后的菲律宾。 省红十字会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王富军

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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