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 1 . 14 星期一

C
C06-C07>>

今日济南

编辑：彭传刚 美编：金红 组版：韩舟

30名候选民警上台PK，45位评委现场投票

“谁为百姓服务好，就选谁”

民警工作怎么样，群众
最有发言权。民警们在台上
演讲，群众评委张淑明在台
底下也听得格外认真。民警
身上有哪个闪光点，哪个民
警打动了自己，她都认真地
做好笔记。

填写选票的同时，张淑
明还趁机给济南的公安工
作留了一些意见。“在人性
化管理的社会中，公安人员
除了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
外，应再加点微笑，在微笑服
务盛行的当今，应在‘人民
公仆’中也推行微笑服务。”

“一是考虑基层民警；
二是看亲民惠民行动；三是
看有何创新举措；四是看看
治理辖区的效果。”群众评
委张广文也有自己的评选
标准，“在我眼中，30名民警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让人感

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哪个人获评十佳都不意
外。”

民警一边在台上演讲，
群众评委李树滨一边在台
下忙碌着拍照、摆弄手机。
记者凑上前一看，原来，他
正在将现场评选的情况通
过微博直播。

“群众不是都能来，这
样直播，参与的群众也就
多。”活动刚开始，李树滨已
经将所有候选人的名单发
布到了微博上，并让网友说
说心中的最佳，自己会替他
们投票。

对于候选人，李树滨有
自己的见解。“博警孙海东
挺好，能将济南公安微博这
一新生事物管理得有声有
色，引来全国政务系统学
习，厉害！”李树滨说。

评委杨文———

“他们的事迹让

我流泪”

“他们都是普通的人，
也 有 家 庭 、有 孩 子 。不 容
易！”担任现场评委的省政
协常委、山东英才学院董事
长杨文说，听了30名候选民
警的讲述，尤其是听到很多
社区民警为了工作“顾大家
舍小家”的事迹后，她深受
感动。

“每说一句，我就想流眼
泪。”杨文说，济南的社会治
安好，得益于每一位普通民

警的扎实工作，但是很多老
百姓并不知道民警工作背后
的“生活细节”。

“其实他们就生活在我
们中间，我们应该给他们更
多的理解和关心。”省政协
委员裴忠毅说，他注意到，
民警的工作一般都是“连轴
转”，大家放假的时候他们
反而在工作，颈椎病、腰椎
病、胃病……各种职业病也
随之而来。很多人以为当警
察很威风，却不知道他们奔
袭千里抓捕逃犯的辛苦；24
小时不能关机，随时准备处
警的辛苦。

“这两天雾霾天气，普通

市民或者上班族可以呆在家
里或者单位，但是一线交警
却要每天在马路上执勤，呼
吸着受到污染的空气。”济南
市人大代表王群对于交警的
工作辛苦深有体会。

评委陈叶翠———

给谁“画勾”左

右为难

在评选会现场，记者见
到了“小巷总理”、十八大代
表陈叶翠，她在认真倾听的
同时，还和一旁的全国人大
代表、济南市公交总公司恒
通出租公司副经理吴倩小

声低语，交流着看法。
“都很优秀，太优秀了，

真的很难‘画勾’。”陈叶翠
笑着说，要求一次只能选10
个人“画勾”投票，可是听了
候选民警的演讲，她感觉都很
出色，就只好先在选票上点点
了，“毕竟后面还有不少候选
民警没开始演讲呢。”

陈叶翠说，以社区民警
李爱国为例，他并没有做出
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社区
民警的岗位上却是踏踏实
实，心里始终装着百姓，“每
天回家很晚，晚上社区有事
我 都 舍 不 得 再 给 他 打 电
话。”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群众把我当亲人，我把群
众当家人”、“我就是辖区群
众的亲闺女”…… 13 日上
午，“泉城十佳人民警察”评
选展示现场，候选民警在台
上倾诉着为民服务的点点
滴滴，台下的评委们更是感
动不已。

2012年9月份，本报与
济南市公安局联合启动“泉
城十佳人民警察”评选活
动，历经了宣传报道、网络
投票和征集评委阶段，最终

于1月13日上午进行评选活
动。上午8时许，候选的30名
民警早早地来到济南市公
安局的评选现场，不时地拿
出稿子看看，为即将开始的
上台PK做最后的准备。

上午8时40分许，展示
活动正式开始，候选民警一
一上台讲述他们身上发生
的故事。短短的4分钟展示
时间，每一个候选民警都将
自己的演讲浓缩成精华，希
望能够打动台下的评委。

“我们人民警察就是为老百

姓服务的，今天老百姓给我
们打分评选，这个形式很
好！”候选民警李士刚说。

“我时刻等待着机会，
击发狙击枪中的子弹。”特
警刘惠甫的话语掷地有声，
赢得了评委的热烈掌声。

“我愿意在我的辖区干一辈
子！”当张克平用嘶哑的声
音喊出自己的决心后，不少
评委动容。一件件和百姓发
生的点滴往事从民警的口
中说出，平实而质朴。

现场的45位评委既有
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也有社区的普通群众，更有
本报的热心读者。“之前我
们对于警察并不是很了解，
只是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今天听了候选民警的演讲，
才发现警察原来也有如此

生活化、如此可爱的一面。”
群众评委李敬涛说出了自
己的评选标准，“谁为民服
务好，就投谁的票”。

现场，每一名候选民警
演讲完后都会在座位上认
真地听着其他民警的演讲。

“其实我们之间有熟悉的，
也有不认识的，但是在公安
工作上都是相通的，每个候
选民警都有自己的绝活。”
李爱国自称，从其他社区民
警的演讲中也学到了很多
可操作性的经验做法。

上午11时许，所有的候
选民警展示结束，台下的评
委开始忙碌地进行投票。评
委需要从30名候选民警中
艰难地选出10名民警，“每
一名候选民警都很优秀，真
是拿不定主意呀”。

微博“直播”评选现场

信息化下创新警务

候选民警在激情演讲。

每个都很优秀 评委左右为难
格特写

▲评委们认真听演讲的同时，对于给
谁投票左右为难。

候选民警们在场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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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信息化时代，
民生警务工作也要与时俱
进，之前我们习惯讲苦干，
现在更要巧干。”候选民警
王朝阳所说的“巧”并非投
机取巧，而是巧用信息化
的便捷来改造原先的警务
模式。

在演讲中，王朝阳介
绍了其开发的一个“出租
房屋便民服务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集中了辖区所

有出租房屋的情况。随意
点击一个房间，就会知道
出租与否，以及租房人的
情况。

历下刑警杨志伟则是
创造了“闭环作战法”，摸
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侦
破案技战法。“从发现预警
信息，进行信息研判，布控
跟踪至抓现行。”杨志伟认
为这一战法针对街面犯罪
特别有效。

顺口溜总结好经验
“小小监控用处大，费

用不用自己拿，鼠标一点
出线索，街坊邻里都用
它。”候选民警李爱国在
演讲中说出如此一段顺口
溜，道出了监控防范的好
处。曾经在其辖区，一个小
孩放学 没 有 回 家 ，李 爱
国立即打开警务室的监
控录像，发现孩子在 1 1

点50分回过家，后来从家
里出来之后往北走了。最

后，李爱国调取了沿途的
监控，在省图书馆找到了
孩子。

杜畅桥是山大路派出
所所长，每天都与各种纠
纷打交道。长期的工作经
历，他也总结了一段顺口
溜：“小小纠纷小警务，每
天警情占多数，带着感情
做工作，公平公正是基础，
心平气和想招数，纠纷定
能hold住。”

饱含对家人的愧疚
平常在外面风风火火

的民警，在家里一般都是沉
默寡言。多个候选民警都提
到了他们对家人的愧疚。

“平常我们的工作很忙，节
日了我们的工作就更忙，哪
有时间来陪家人？”候选民
警韩宝岩演讲中提到“我也
希望照顾病床上的母亲，我
也希望陪着儿子玩耍，更希
望能与爱人共度佳节”。

单金文作为一名派出
所所长，日常的工作繁忙
而又复杂。“我已经记不清
多少年没有休假了，也记
不清多少次没和家人过除
夕。选择了这个职业，就选
择了牺牲。”单金文在演讲
中动情地说道，“家里的老
人是对象照顾，孩子也是
对象负责，今天借这个机
会向她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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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许子锋加班有时几天不回家，“你不要

命了？”这句话成了妻子的口头禅；经文保支队民警樊祥峰78岁的岳父在老家阳谷

因脑溢血住院，生活不能自理，忙于工作的他无法回家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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