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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今天我当班”——— 媒体记者走进警营体验民警日常工作

实习记者 李志坚

“穿着警服，开着警车，有警处警，没警巡逻。”
在百姓眼中，这似乎就是警察的全部工作。
看起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忙，
那么，他们真实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近日，齐鲁晚报、文登区新闻中心的记者走进警营，从记者的视角亲身体验民警的日常工作。
3月16日，记者来到文登分局天福派出所开展“今天我当班”体验采访活动，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岗位，感受民警们的工作状态态。

体验接处警

不到8点，记者刚走到派出所门口，
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开出了大门，这是民
警刚接到的一起警情，要前往现场进行
处置。我们都知道110报警电话是24小
时服务的，这也就意味着，民警要昼夜
轮班，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随时出警，
用派出所内勤民警芦永明的话说：“我
们的工作时间是白加黑，五加二。”因为
工作的特殊性，民警们除了要忙着接处
警，还要承担着执法办案、治安巡逻、防
范宣传、人口管理、矛盾排查、场所管
理、社区警务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即便
是当晚不值班的民警，在家里也睡不踏
实，他们的手机始终处于开机状态，随
时待命，随叫随到。

记者根据民警的介绍，随机选择了
接处警、执法办案、内勤工作、场所管理
和社区警务等五个岗位进行体验。

刚刚走进案件受理室，又一组民警
正携带装备准备出警。记者了解到，这
是一位市民因为在公交车上遗失了钱
包，拨打110报警求助。记者立即跟随天
福派出所的副所长孔繁杰和另外两位
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他们一边
向公交车司机和同乘人员了解情况，一
边向失主询问详细情况，认真做着笔
录。孔繁杰告知失主，将会马上开展调
查取证工作，如有进展会与失主及时取
得联系。失主是一位老年人，腿脚不太
便利，孔繁杰在做完笔录后，没有立刻
离开，而是关切地询问老人的去向，并
驾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

在回派出所的路上，孔繁杰向记者
介绍：“天福派出所辖区范围大，又是商
业密集区，平均每天要接警十余起，每
次出警一般都是三人一组，经常会出现
警力不足的情况。对于民警们来说，工
作再忙那也是职责所在，但很多时候，
群众对民警们并不理解，认为警察应该
什么都管，大到刑事案件，小到缺水断
电，一旦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就会引
发不满情绪，甚至是投诉。”

其实，每个单位都有自己专属的管
辖范围，公安机关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
组成部分，并不是万能的。记者想借此
提醒广大市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
报警处理的，非警务求助事项请拨打相
关主管部门的电话，不要让非警务事项
占用了有限的警力资源。

体验执法办案

回到派出所，记者又在派出所民警
的引领下来到办案区。一进办案区，记者
立即感受到一种严肃的氛围。在信息采
集室里，民警正忙着给嫌疑人采集血样、
录指纹，认真地将各项信息录入相关系
统；在约束室里，等待被询问或讯问的嫌
疑人，在民警的严格约束下，秩序井然；
在询问室和讯问室里，民警正在对嫌疑
人进行询问或审讯，制作笔录。

这些似乎不知疲倦忙绿者的民警有
不少是刚值完夜班，脸上都或多或少地
带着疲惫，但他们的表现却精神十足。

在询问室里，记者看到，民警们正
在办理一起治安案件，负责询问的民警
正在认真地思考着违法嫌疑人的叙述
是否存在漏洞，并不时地针对疑点提出
问题，从他的眼神和只字片语中，记者
读出了干练、严谨、执着；在他的身旁，
负责制作笔录的民警，在键盘上不停敲

出一串串打字的“嗒嗒”声。半小时过去
了，询问还没有结束，记者已经感到有
点疲惫，而民警们依然像刚见到他们
时，那样耐心细致。想到他们每天都重
复着如此的工作，面对的经常是不配合
的人和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时，不由
得心生钦佩。

体验内勤工作

来到内勤办公室，记者看到，内勤
民警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十指不停地敲
击着键盘，脸上始终皱着眉头，偶尔想
起什么，就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一下。

内勤是派出所大小事务的必经之
处，内勤民警相当于整个派出所的“总
管家”，看到内勤室工作表上满满的内
容，记者感到有些无从下手。据内勤民
警芦永明介绍，他平时的工作职责，除
了要做好文件的上行下达，撰写各种工
作动态、报告、报表以外，处理来访来
信，还要配合外勤民警做好协调工作，
协助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等，所有的工作
都事无巨细。如果要详细记录下内勤民
警这些看来杂而无章的日常工作，估计
可以写出一篇中篇幅的通讯稿件。

芦警官说：“他每天脑子里装的都
是工作的事，思考最多的也是工作的
事，有时半夜起来上厕所突然想起一件
事，就赶紧拿笔记下来，放在床头柜上，
生怕第二天忘了，但是看到各项工作都
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时，他会感到莫大的
欣慰。”

体验场所管理

“网吧人员密集消防安全至关重
要，因此我们对加大网吧的禁烟情况实
行经常性检查，并检验顾客是否实名上
网。”天福派出所民警解英姿带着记者，
来到了召文台附近的一家网吧。

网吧老板打开了网吧的管理系统
调出相关资料，积极熟练地配合民警的
检查。网吧老板笑着说：“解警官平均两
三天就会来一次，态度很和蔼，但如果
哪一次发现了问题，可就真不客气了，
不盯着他们彻底整改了，决不罢休。”

在体验过程中，记者看到，网吧电
脑的开机页面上，会显示出关于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的提示和禁止吸烟的标识。
解警官介绍：“网吧里虽然很多地方都
贴着禁烟的标志，但总有人置之不理，
哪怕工作人员提醒，也有人不理睬。”为
了提升控烟效果，天福派出所专门印制
了一批“天福派出所控烟督导员”袖标，
在每个网吧发展一个“控烟督导员”，协
助公安机关开展网吧控烟工作。

随后，解警官带着记者去了旁边一
家旅馆。记者看到旅馆前台摆放着一个

“督促旅客实名登记”的通告，在前台还
摆放着一个智能人证核验终端，对入住
旅客进行人脸与身份证的校验与信息
收录。

“你们一定要对每一个入住的房客
进行实名登记，不能有一丝懈怠。”解警
官一边嘱咐旅馆老板，一边认真地检查
旅馆的登记情况，并随机抽取了两个房
间对旅客身份进行确认。

据了解，在天福派出所辖区内，一
共有12家网吧、80家旅馆和10家娱乐场
所，按照规定，一个月要检查一次。“而
事实上，民警的检查频率要远高于这个
规定。”解警官向记者介绍道。

在中海日升加油站，解警官认真查

验了站内的消防器材。加油站老板向解
警官咨询了几个问题，解警官耐心的一
一作了解答，并且让她加入了一个有关
加油站消防管理的微信群。“群里有相
关政策的通知和日常的一些宣传和知
识讲解，你们平时多多关注，有问题也
可以在群里及时反映，总之，就是要多
交流。”解警官叮嘱道。

体验社区警务

天福派出所苏警官带记者来到峰
南社区警务室体验社区民警的日常工
作。

社区警务室里，一面墙上挂着峰南
社区的地图，民警向记者介绍，现在这
个地图基本上他闭着眼就能画出来。在
另一面墙上，一个树状图一样的展板引
起了记者的好奇，展板上，每个单元号
下面都一个名字和联系方式。“我们峰
南社区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志愿者“联络
员”，帮助我们进行社区人口登记以及
开展日常的防诈骗、消防宣传等。”民警
告诉记者。

在警务室的桌子上，各种各样的钉
子和防盗锁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针
对爬楼入室盗窃案件，结合群众开窗通
风的实际需求，我们分局设计推广了这
种防盗钉，他们组织社区民警、治安志
愿者、村警务助理，发动群众安装，有效
压降了爬楼入室盗窃案件的发生。”民

警向记者介绍道。
据统计，去年7至9月份，天福派出

所共推广安装防盗钉3万枚，此类案件
的发案数同比下降了68%。“从细节入手
是建设平安社区的有效保证，平安来源
于对细微之处的洞察和掌控，在基础
性、根本性的工作上，下足力气，花大心
思，将警务工作的影响力延伸到社区的
每个角落，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社区平
安指数。”苏警官一边向记者演示着防
盗钉的用途，一边说道。

据了解，峰南社区警务室现有社区
民警1人，辅警4人，治安志愿者30余人，
每日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是他们的重
要工作。

天福派出所本着“警力有限，民力
无限”的思路，充分发挥群众在参与治
安防控方面的积极作用，先后组建了多
个群防群治组织，协助社区民警开展治
安巡逻、人口管理、收集信息、排查化
解、防范宣传等工作。

采访后记

在派出所的警务工作体验结束了。
记者想到现今流行着的一句话———“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是民警们用自己的“三头六臂”
和“奔波劳碌”担负起我们的岁月静好
与平安祥和，也是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和
奉献换来群众的幸福和谐。

图为民警正在向居民宣传平安社区建设须知。通讯员 芦永明 摄

民警在为网吧工作人员佩戴控烟督导员袖标。通讯员 芦永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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