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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民民警警的的一一天天

1月10日，是全国第18个“110宣
传日”。9日，记者跟随济宁市中公安
局越河派出所民警张强，度过了“清
闲”的一天。

张强，44岁，从警24年。8点钟他
准时来到派出所与同事交接，接下
来的24小时由他值班。按常规推测，
在越河辖区一天接出十几个警很正
常，但是9日当天，警情出奇的少。

“我们希望这样，社会安宁是每一个
警察的愿望。”他说。

但是，张强从警20多年来，得了
一种怪病，一到值班就焦虑，吃不下
饭。中午所里的份饭是蘑菇土豆，他
连一个馒头都没吃完。“吃不下去，
就是焦虑，这么多年一直这样。”他
心中紧绷一根弦，总觉得时刻要出
发，马上要处理案子，日子久了成了
一种心理常态。

没有警情，他就和同事到辖区
去巡逻，竹竿巷里，打铁的、卖竹编
的、卖刀的、卖瓷器的，他们都一一

询问。“这几天生意怎么样，有没有
发现可疑的人？一定要注意防火防
盗。”每到一个摊位他们都得聊上十
几分钟，相互之间像是很熟的朋友，
年龄大的叫他“强子”，年少的叫他

“强哥”。他说，20多年来，他最欣慰
的是辖区居民对他很亲切。

9日截止到下午6点，他出警三
次，两起纠纷，一起盗窃电瓶。这是
这么多年少有的情况，他希望，接下
来的夜晚也会如此安宁，每天如此。

水电暖报修、谎报案情、恶意骚扰……

一一天天千千余余电电话话，，六六成成无无效效报报警警

本报济宁1月9日讯(记者
姬生辉 孟杰 通讯员 英芯
茳) 水电暖报修、谎报案情、恶
意骚扰……济宁市公安局110报
警电话，每天平均接听量在1400
个左右，但据不完全统计，其中
约有六成的报警电话为无效报
警。

“你好，110。”9日下午3点，
当记者走进位于济宁市公安局
21楼的指挥调度中心时，六名接
警员头戴耳麦，用极快的语速与
来电市民交流着。接听电话时，
她们将问到的有价值信息快速
录入接警系统内；挂断电话后，
立即与辖区派出所取得联系，将

警情第一时间反馈。
“我们主要负责济宁城区内

110报警电话的接听，每天接听
电话数量在1400个左右，平均每
一分钟就有一个报警电话打
来。”济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
挥调度处副处长朱政阳说。目
前，共有30名接警员，大家被分
成4组，采用轮流工作的方式24
小时不间断接听报警电话。

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处民警
周昆告诉记者，尽管每天接听报
警电话数量很大，但其中的无效
报警电话竟能占到六成。“110报
警电话的主要职能是接受报警
和受理紧急求助，但很多市民对

此并不了解。”周昆说，有不少市
民遇到家中水管损坏、停电甚至
宠物狗丢失等事情也拨打110报
警电话。

更让接警员无奈是一些恶
意骚扰电话和谎报案情的情况
也充斥着110报警电话。去年夏
天，一男子多次恶意拨打 1 1 0
电话恶意骚扰，严重影响了服
务台工作和正常出警，被公安
部门依法行政拘留12日。“110
报警电话就像个传声筒，随时
为人身受到危险的市民和紧急
情况进行处置，大家一定要珍
惜有限的资源，切勿恶意拨打。”
朱政阳说。

文/本报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姚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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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彭娟自毕业以来
就一直在济宁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担任110接警员，工作了
三年半，已数不清接通过多少
电话。每天最多接听200多个
报警电话，用她自己的话说就
是虽然每天足不出户却能了
解城区百态。作为一名110接
警员，彭娟在忙碌工作的同
时，更是感觉到身上沉甸甸的
责任，“接听市民反映的警情，
及时传达处置，是我职责更是
我的责任。”彭娟说。

9日下午记者在济宁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的大厅里见到
了正在值班的彭娟，一个水
杯、两个电脑显示屏、一个电
脑键盘、一台电话和一张地
图，这是彭娟工作台上的全部
家当。15点23分，工作台上的
电话响起，彭娟熟练地戴上耳
麦，盯着显示屏上的接听台，
按下了电话上的接听键。“喂，
您好，这里是110，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您的吗？”虽然已经连
续处理了两个多小时的警情，
彭娟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没有
丝毫懈怠。

从2010年7月至今，彭娟
已在指挥中心工作三年半，接
警员第一课就是熟练掌握接

警范围内的具体地理位置。
“刚来时我们进行过两个周
的短期培训，主要内容就是
熟悉城区的交通。”彭娟家
住梁山，只在八岁那年来过
济宁，参加工作前对济宁并
不熟悉，但现在只要报警员
稍一描述，地址就会出现在自
己的脑子里。

为尽快适应工作，彭娟专
门买了一张济宁城区地图。

“那个时候我和几个刚来的同
事一有空就背地图，买了彩色
的笔，在不同的地方做下各种
标记。”除了背地图，在休息的
时间，彭娟更是拿着地图到济
宁的各大街小巷逛，地图上有
的就做标记，没有的就自己找
周围显著的建筑物记在笔记
本里。彭娟说直到现在她还有
看到建筑物就记名字的条件
反射。

在彭娟的接警台上，记者
也见到了这张伴随了彭娟三
年半的济宁城区地图，地图的
边角已经磨损，因为折叠留下
了深深的痕迹。蓝色的三角
形、红色的圈还有黑色的底
线……地图上密密麻麻地留
着各种别人看不懂的字眼和
标记。

年轻接警员彭娟

练就城区活地图

早晨，张强换上行装，准备出发。

为一位暂住居民讲解户籍知识。

为街边门面房老板讲解防火防盗常识。

接警后立即行动。

繁忙的工作，接警员甚至没有喝水的时间。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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