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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16小时，他都在路上
双节期间，高速交警坚守岗位

10月2日是国庆假期，当人们满心欢喜地想
着去哪旅游、走哪最近的时候。上午8点开始，高
速公路交警支队潍坊大队刘凯和他的同事们就
在潍坊高速的各个路段巡逻值勤。“越是过节放
假，高速路上越忙。”

一起事故，10分钟恢复畅通

10月2日当天，记者也是跟随刘凯在高速路
上体验了一把。“服务区的人特别多，里面满满
的全是车。高速不收费了，路上更忙。”上午9点
多，刘凯先是来到了潍坊北侧的服务区。“来这
边巡逻，一是看看有没有违法行为，再就是给过
往的游客提供免费地图和问路。”

2日上午9点52分，刘凯接到了指令，高速潍
坊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正好他巡逻到附近，
于是就近赶往处理。拉起警灯、响起警笛，三分
钟后，刘凯就开车赶到了事故发生地点。

了解情况、调来拖车、然后将事故车辆拖到
路边，前后花费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分钟。上午
10点04分，高速路再次恢复畅通。刘凯告诉记者，
在高速路上处理事故，一定要快。“先把道路疏
通开，再搞后面的工作，要不然时间长了，后面
的车堵得呜呜的。”

在10月2日下午，刘凯和同事们再次处理了

三四起交通事故。所幸的是，事故发生的时候，
当事人都没有受伤，只是轻微的追尾。“加班加
点，能处理的都赶紧处理完，毕竟国庆期间都忙
着走亲访友出去旅游，别给人家耽误了。”

夜巡更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从8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半，刘凯和同
事们都是在路上巡逻。“刘凯对记者说，有一波
同事是巡逻到11点半，然后回去吃午饭，到了12

点半再接替他们巡逻，他们就可以回去吃饭了。
“上午的时候，是由西往东去沿海城市旅游

的过路车多；到了下午，就是从东往西回家的
车多。”12点半到下午2点，刘凯和同事吃完饭
稍微休息一下后，又要开始上路巡逻。而南北
道车辆的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事故发
生的概率。下午2点到6点，又是4个小时的巡
逻。

“6点以后，就可以回去吃饭，之后就是
备勤。虽然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也要随时准
备出警。”刘凯说，在备勤到3日凌晨0点后，
他就要开始长达8个小时的夜巡。“平常夜巡
还不用那么紧张，越是到了假期，路上车太
多，夜巡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今天凌晨0

点到8点也是我值勤。”

越是到了假期，高速交警的任务越重。看
着别人欢天喜地地出门旅行，他们还要一天16

个小时的在路上巡逻。

值完勤赶回去给孩子过百日

因为国庆期间，高速路上车辆太多，高支
队潍坊大队只留下一个人在大队值班，其余所
有警力全部上路巡逻。“六辆警车在路上，大
队长、教导员都上路，一个地方堵车，附近的
同事就会就近快速处置。”刘凯告诉记者，在
每个收费站，都备有拖车、抢险施救车。

“平时哪有这么多车，这不都是因为过节
么。”据高支队潍坊大队统计，日常的车辆通
行量在4万辆左右，而仅10月1日当天，过路的
车辆就达到了9万多辆，比平时多了一倍还
多。

刘凯说：“工作就是这个性质，所以也没
觉得有什么苦，就是过节的时候别人都能出去
玩，我不能带着媳妇出去。以前她还有埋怨、
不理解，不过现在也就习惯了，而且在家里有
小孩陪着她。”

3日上午8点，刘凯做完第二轮夜巡之后，
就可以回家休息。“明天是我小孩的百日，回
去给他庆祝庆祝。”刘凯说。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刘刘凯凯在在事事故故现现场场维维持持交交通通秩秩序序。。

“帮别人，会感到很快乐”
铁路民警陈晓军的双节故事

本报见习记者 蒋龙龙

中秋国庆双节八天长假来临，很多人都
准备回家或出外游玩时。很多旅客首选的出
行方式就是乘坐火车。在我们看不见的背
后，还有一群人为旅客的平安出行，火车的
安全运行默默的奉献，他们就是铁路警察。
双节期间，记者来到了济南铁路公安局潍坊
派出所采访民警陈晓军，听听他的双节故
事。

“十几年没在家过节了”

和其他火车站一样，这个双节潍坊站也
迎来了客流的高峰。这两天全站的进出客流
量都在5万4千人左右。这可忙坏了潍坊所的
全体民警。

9月29日晚上，陈晓军在站前场巡逻时，
突然听到有哭声。走近一看，发现一个五十
多岁的中年男人在低声哭泣。

凑上前去，陈晓军和他聊了一会，中年
男人向陈晓军哭诉，他是河南人，只身来潍
坊打工。一个老乡骗他过来干活，通过各种
理由拖欠他的工资。这个人身上也没带钱，
身份证也没带，实在无法乘车回家。

看到这种情况，陈晓军掏出一百多块钱
帮他买了回郑州的车票，其他的民警帮他买
了点东西。“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能帮
就帮吧。我们不能回家过节，能帮别人回家
过节也会感到很快乐。”陈晓军说。

上班倒的水到下班都没喝

民警晚上值班的时候，会接到很多电话，
这些电话大都是父母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旅
客寻找财物的。“中秋国庆这几天晚上平均能
接四五个电话。平常客流量不大的时候，也就
接一两个电话。接一两个电话基本要忙一整个
晚上。这几天更忙了，有时上班倒的水，到下

班的时候都忘了喝”，陈晓军说。
10月1号凌晨一点多，正在值班的陈晓军

突然接到一通来自烟台的电话，电话那边说他
们弱智的女儿跑到潍坊来会网友，很担心她受
上当受骗。陈晓军在火车出站口等待烟台的车
赶过来，凌晨四五点在火车站出口处找到这个
女孩子，全体潍坊所民警轮流耐心劝导她留在
火车站民警值班室，等待女孩父母急急忙忙从
烟台坐车赶过来，后来这个女孩子平安地被她
父母领回家。

火车站的“移动解答器”

“好的铁路警察是个全面手，不仅需要
掌握全面掌握公安业务知识。还要了解铁路
的运行、管理情况。”陈晓军说。

记者在潍坊站大厅采访他期间，在短短的
几十秒内，至少5位旅客向他询问到哪里候车，
怎么寄存物品等诸多事宜，陈晓军向记者笑谈
到“我们每天回答的询问次数很多，我们都快
成移动的解答器了。”陈晓军介绍到“这几天旅
客很多，有时我在候车大厅巡逻时，几乎就走
不动。很多人来询问乘车事宜。”

“铁路警察一方面要承担警察的职责，维
护线路、旅客的安全，另一方面还要像个服务
员，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说道。陈
晓军向记者说，“旅客遇到问题首先问我们，这
是对我们的信任。耐心细致的回答旅客询问，
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却让旅客感到很温
暖。”

陈晓军警官在解答旅客疑问。
本报见习记者 蒋龙龙 摄


	K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