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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播报 人物

用力做事只能把事情做成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

李海霞和她的薛集警务工作站
薛集警务工作站是常刘警务

室下辖的两个警务站之一，李海霞
是薛集警务工作站的包村民警，也
是新郑市公安局一村一警办公室
民警，具体工作由她和辅警陈亚萍
来开展。为落实新郑市公安局领
导提出的“上联天线，下接地气”的
要求，在辅警到位的情况下，李海
霞还主动向局里要求继续分包警
务工作站。李海霞说：“用力做事
只能把事情做成，用心做事才能把
事情做好。”所以，她的“用心”，已
融入工作的点点滴滴。
新郑播报 邓春丽 文/图

“用心”多观察、多思考、多
发现。薛集警务工作站原本是
在村委二楼，但在工作过程中李
海霞发现，在楼上既不方便群众
又没人气。而卫生所里每天聚
集的人有很多，汇集的信息量很
大。她就协调村委，把警务站搬
到卫生所，充分利用这个“阵

地”，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
“ 用 心 ”打 造 工 作“ 小 天

地”。薛集警务工作站用墙面警
营文化宣传“六务实”“六提升”

“四长效”等工作理念，用留言板
方便群众留言，用宣传防诈骗知
识的扑克和一些宣传资料，让群
众在娱乐的同时就能学习一些

防范小常识。
“用心”调度群众力量。利用

“微警务”平台，建立了不同的微
信群，如群防群治群、信息员队伍
群、门店治安联络群等，让工作在
群众中“落地生根”。目前，通过
微信发布各类防范及警务类信息
达100条，解决问题20余件。

“用心”关爱辅警。在和辅
警一起开展工作中，李海霞发
现，很多辅警从思想上都想把工
作做好，却不善于做群众工作。
李海霞及时把情况反馈到局里，
局“一村一警”办针对这些问题，
专门组织了两次培训会，及时解
决了这类问题。后来，又制定了

“社区辅警素质提升培训计划”，

组织专人编印了《社区警务工作
手册》，便于社区民警和辅警自
学提升。

自从和辅警一起开展工作
以来，李海霞感受到，辅警队伍
壮大了，“一村一警”也由机关
包村民警兼职，过渡到了现在
的社区民警和辅警专职，警务
基础工作也由原来的“走马观

花”“蜻蜓点水”变为现在的稳
扎稳打、步步推进。与此同时，
薛集警务工作还总结了“混脸
熟”“混人缘”、和群众“打成一
片”的“两混一打”工作法。李
海霞相信，在这样的工作机制
推进下，基础工作会越来越扎
实，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也会
越来越高。

用心：首创“两混一打”工作法

弘扬正能量
执法途中勇救人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如果不是你
们的热心救助，我就没命了！”5月28日
一大早，冯杰偕妻子贾彩红将绣着“为
民服务 心系百姓”的锦旗送到新郑市
规划发展服务中心监察大队队员刘会
昌、闫留战等 6 名同志的手中，以表示
全家人对他们的深深谢意。

原来，5 月 3 日下午 6 点左右，新郑
市规划中心接群众举报，中兴路西段发
现违法建设工地一处。接到通知后，一
二中队队长刘会昌、刘明军带领执法人
员闫留战、刘云峰、王程军、姜立安前去
巡查落实。当他们路过中兴路西段时，
发现人行道边上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
白色轿车，当时大家并没有感觉有啥异
常。当他们处理完工地事情返回时，却
看见那辆车还在那里。觉得有点蹊跷，
6 人就一起下车去看个究竟。这一看，
大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名大概 40
岁的男子口吐白沫、半躺着昏迷在驾驶
位上。靠着仅有的一点急救常识，大家
拉开车门，掐那人的人中，并拨打了急
救电话。急救医生到后称，要再晚几分
钟，人就没命了，幸亏大家发现得及时，
救了男子一命。警察赶到后，联系到了
这名男子的家属，刘会昌他们这才悄然
离开现场。

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一幕。面
对感谢，刘会昌他们反倒有些不好意
思：“传递社会正能量，这些是我们应
该做的。”
新郑播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李伟峰 文／图

用心：工作在群众中“落地生根”

王成彦老人告诉记者，他出生
于 1923 年 11 月，1955 年入党，按照
乡里习俗都会虚报两岁，因此每当
人们问他多大时，他都会说是 95
岁。有着61年党龄的王成彦亲身见
证了祖国和家乡几十年间天翻地覆
般的巨变。他说：“我是一名人民教
师，1955年入党，入党以后积极参加
了土地改革工作，时时刻刻投入到
群众工作中去，经常参加公社和学
校党支部组织的活动。”现在王成彦
每天都会准时收看新闻，关注国家

大事，他常给村子里的年轻人讲：
“我经历过兵荒马乱、提心吊胆的生
活，也经历过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
穷生活，真正觉得现在的生活就像
是在天堂，太美好了！”

他回忆称，和庄社区以前叫和
庄村，几十年前全村只有 200 多口
人，现在全村已经有1400多口人；过
去根本没有烟厂大街、新华路这些
大马路，以前新郑火车站叫和庄车
站，从西边通往新郑县城，村里的一
条土路是必经之地。村里连条像样

的路都没有，随高就低，有些坡太
高，拉架子车就上不去。“现在再看
看咱们新郑新区，漂亮得像公园一
样，这在过去连想都没敢想过，今天
会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王成彦的小儿子名叫王根喜，
今年53岁。他告诉记者：“以前吃不
饱、穿不暖，就靠父亲几十元的工资
养活我们5个兄弟姐妹，现在生活好
比天堂。”他特别喜欢去新郑新区转
圈，每隔几天都会和家人去那儿转圈
散步，每次都会连声赞叹。

从事一辈子教育工作的王成
彦退休后，每天都会精心伺弄家里
的八分菜地。“黄瓜、豆角、空心菜、
花生……家里平常吃的蔬菜都是从
地里摘的，纯天然无公害。”老人边
薅草边对记者幽默了一把。

王根喜告诉记者，父亲对饮食
不讲究、不挑剔，也不抽烟、不喝

酒。王根喜的媳妇说，老爷子身体
矫健、耳聪目明，心态好、人和善。

“现在我们家四世同堂，老人过大寿
的时候，全家大人和小孩，还有村民
都会来我们家里面祝寿。”

新郑市和庄村居委会主任王玉
伟说：“王成彦老爷子深受村民的尊
重，村里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听他讲

以前的故事。国家有什么好政策、村
里发生什么事，他还都想知道。”

如今，王成彦老人已经93岁了，
临走前他对记者说：“我亲身感受到
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身为
一名老党员，我感到十分荣幸，是党
和国家给了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我
们一定要好好地走下去。”

见证90余年巨变 现在的生活是天堂

耳聪目明，心态和善 每天仍然下地干活

“我们社区有位 93岁的老党
员，耳不聋眼不花，今天刚刚参加过
社区党支部会议，而且每天还下地
干活。”6月21日，新郑市新烟街办
事处党工委副书记郭伟酬惊喜地告
诉记者。当天，记者就赶至这位老
党员王成彦家里，听他讲述90多年
的人生经历。
记者 杨宜锦
实习生 邓文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