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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协助办案数百起，还免费为弱势群体服务

残残疾疾““矮矮个个锁锁王王””成成编编外外111100

39岁的“矮个锁王”李永峰是四里村街道信义庄社区的
名人。因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他身高只有1 . 3米。但凭着精
湛的开锁技艺，十多年来他协助警方办案数百起，挽救了
不少人的生命。他还热心公益，免费服务于社区的弱势群
体。

本报记者 范佳

李永峰在店里工作。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协助警方办案，他随叫随到

13日上午9点半，记者在建
国小经三路上的永峰锁具店见
到了李永峰，他正歪在沙发上休
息。看到记者进屋，忙起身笑着
说：“昨天晚上协助交警夜查，晚
上8点多出去，忙到第二天凌晨1
点多才回来，没有休息好。”

李永峰介绍，他与警方合
作多年，整天在外面跑，时间没
准。平时都是抽空休息，家里也
从来不给他留饭。正说着话，一
个电话打了进来，原来又有一
起案件，需要他协助开锁。麻利
地记下电话和地址后，李永峰
迅速开车赶去现场。13日傍晚7
点，当记者再次见到李永峰时，
他刚从外面忙完回到店里。

这样的协警任务，无论严
寒酷暑、刮风下雨，李永峰不知

参与了多少次，对于高强度、无
规律、风险高的工作和生活，他
笑言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前一
阵济南下大雨那天，我白天协
助一起案件，下午4点多才回
来，晚上又同交警查大货车，第
二天凌晨三点才躺下。”

李永峰和警方合作的缘分，
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在
经八路住的一位老人因食物中
毒被困在家中，民警碰巧看到路
边李永峰的锁具店，便问他是否
会开锁。给出肯定的答案后，李
永峰便坐着警车赶去帮忙了。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要想
进门，多采用踹门、从楼顶放下
绳子爬进屋里的方式。从那以
后，通过开锁的方式协助警方办
案渐渐多了起来。”李永峰说。

开锁救人，他曾经差点送命

李永峰印象最深的一次救
人经历，是去救一个因感情问
题在家开煤气自杀的女孩。“那
次太危险了，我差点死在里
面。”李永峰说。

当时，自杀的女孩在家打
开了两个煤气罐，自己倒在厨
房里奄奄一息。李永峰把门锁
打开后，却发现女孩用插销把
门反锁了。在众人焦急无奈时，
李永峰抬头看到了大门右侧的
厕所通风窗口。

利用自己身材小的特点，
李永峰爬上两米多高的通风窗
口，跳到煤气弥漫的厕所内。谁
料厕所的门在外面被锁住了，
忍着头晕，李永峰找了块布包
住手，重重地向厕所门上的玻
璃砸去，才得以进屋打开屋门。
女孩被送到医院后，终于脱离
了生命危险。而李永峰此时恶
心难忍，坐在台阶上很久都缓
不过劲来。

不仅开锁救人，他还参与
到夜查大货车的行动中来。十
年前，济南的大货车违规行驶
情况非常严重。那时，李永峰天
天半夜跟交警上班，凌晨三四
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怕影
响家人休息，他就在店里的小床
上睡几个小时。通过开锁，把车
拖走变得容易了，大货车夜间停
满路边的现象渐渐少了起来。

“这项工作有不少风险。”和
李永峰合作十几年的民警周浩
说，有时候夜查大货车，司机为
了拖延时间，总是把车门锁上，
李永峰去开锁，常受到司机言
语、肢体威胁。作为一个残疾人，
能不计个人安危，很让人佩服。

从2003年起，济南市的其他
公安部门也开始找李永峰协助
破案。有时连续一个月跟踪一个
案子，除了开门之外他还要兼
做见证人、后勤等，成了名副其
实的“公安联动人员”。

对弱势群体，他免费提供服务

在社区里，李永峰也是个热
心人。2012年春天，李永峰在信义
庄社区成立了“永峰党员义工
岗”，免费为残疾人、孤寡老人、困
难家庭等配钥匙、修锁、开锁。对
于其他顾客也只收低于市场价的
材料费。李永峰的热心为他赢得
了好人缘，没事时大家都喜欢到
他店里下棋、聊天。

在社区内开锁救人，对他来
说更是家常便饭。不久前，他刚送

完孩子上学，便接到居委会的电
话，得知一位老人在家摔倒了，门
打不开。他急忙赶去，老人把门挤
住了，他便三下五除二打开锁慢
慢将门推开，老人才得以被120送
往医院。像这种救助，李永峰基本
是不收费的。救完人后，他从附近
菜市场买了菜回家，就如往常一
样。

李永峰的坚持得到了家人的
支持，平时他顾不上家里，都是妻

子一手操持家务。女儿很争气，如
今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读书。每次
李永峰忙于工作回家晚了，他
的女儿总会围着问:“爸爸，是不
是又去抓坏蛋了?”女儿在小学
作文《我的爸爸》中曾这么写
道：每当我看到他因工作晚归
而露出疲惫之态时，我是多么
地心疼他……爸爸意志坚强，
有什么困难都是自己承担，从
来不让家人担心。

“开锁要求不合法，给多少钱也不开”

尽管修锁技艺精湛，李永峰
依然没有放弃学习。回忆最初踏
入开锁行业，他笑言其实想法很
简单，就是想养活自己，结婚生
子。至于去帮助别人奉献社会，
这些当时根本都不敢想。

1992年，16岁的李永峰随父
母从彩石镇搬来济南市区，为了
谋得一技之长，他便拜了同住一
栋楼在英雄山摆摊配钥匙的老
人为师。那段学艺的日子，李永
峰不禁感慨：“很苦。”

“元旦最冷的时候，刚下
完雪，把小车推出去，手冻得
就像发面一样，手和锉刀直接
就粘在了一起。”李永峰说，夏
天的时候，为了能听清密码锁
的声音，他三伏天蒙着被子仔
细听。母亲看不下去，劝他别
学了，但倔强的李永峰愣是这
样苦练了三年。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李永峰
从来没有放下对开锁技艺的研
究学习，此外，他还研究哪些锁
更加防盗，以更好地服务周边居
民。每出一种新锁，他便忙着查
阅资料，并常向周边居民普及防
盗知识。“现在流窜盗窃的犯罪
团伙，多是从网上买的开锁工
具。有80%到90%是用的锡纸和
卡片开锁。”

如今开锁登记制度已经十
分规范了，需要记录开锁人的姓
名、电话、身份证号等信息，并将
身份证拍下照片上传网络。在这
项制度没有普及前，李永峰就有
很强的责任意识，对于不合法的
开锁要求，给他多少钱他也不
开。那时他就自备本子，顶着他
人不理解的压力，对自己拿不准
是否为房屋主人的开锁人进行
记录。

请您推荐身边的

“责任市民”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
人 ,他们或热心公益 ,或在平
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事
迹 ,他们用实际行动为这座
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连续四年来 ,本报联合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
市文明办、12345市民服务热
线以及安利(中国)日用品有
限公司,推出了“责任市民暨
最佳公共服务奖”评选活动,

欢迎热心市民向我们推荐身
边的榜样。

市民可以拨打96706热
线推荐 ,也可以将相关材料
发送至qlwbdpc@163 .com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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