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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警“安教授”随身带5部手机
这些手机都是方便联系群众的

开发了人口管理软件，他的电脑可以定位每一个人

近日，市委、市政府号召市直机关干部下基层，机关干部要“下项目、下企业、下社区、
下农村，联系交通路口”，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三年前，郑州市公安局就开展了“万警进社区”活动。这些“扎根”社区的民警，都做
了些什么工作？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昨日，本报记者走入这些社区，对“万警进社区”活动进行采访。用我们的镜头和笔寻找
三年来这些片警的感人故事。回眸三年，发现感动，感受温暖，温情你我。

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万警进社区”活动的回访报道。如果您身边有令您感动
的社区民警，请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热线电话：67659999，QQ：1635807291，电子信
箱：67659999@163.com。 晚报记者 张勤

商城路社区地处郑州市繁华闹市区，管辖18个家属
院，常住人口2700余人，流动人口1.1万余人。

社区大，居民多，流动人口更多，管理起来千头万
绪。不过，这些问题到了社区民警安国友面前，都不是
问题。

他有自己的办法。他研究出“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管
理方法”，还有一套软件，老安给它起名叫“社区警务动
态信息管理软件”。

同事们都知道，这是老安的发明，甚至可以说是“专
利”。大家都称呼他“安教授”。

安国友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是宝贝。
在社区警务室，一台笔记本电脑连接着墙上的一台

液晶显示屏，就像卫星定位一样，可以在系统中找到商
城路社区的每一栋楼、每一家，最终“锁定”每一个人。

在老安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里，社区的 1.3万多位
居民，都能找到他们的详细信息。

老安有E-mail，有QQ号，还开通了飞信。
“一个手机可以加500个飞信好友，早就已经满员了。”
老安说，辖区的内部单位、商业网点都有他的信息

员，通过网上管理，在飞信群、QQ群中随时了解人员变
动信息。

“比如丹尼斯商场的人员流动较快，我要掌握人员
变动情况，就通过飞信、电子邮件，让信息员及时提供相
关信息。”安国友说。

一个飞信群最多可以加 500个好友，老安的一个飞
信群满员，他就再买个手机，配个卡，继续开通飞信。

老安说，他现在有3个号码，居民可以通过信息平台
向他反映问题，他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快速准确地传达
通知、发布消息。

说着说着，老安一下子从兜里掏出了 5部手机。这
些手机都是早已落伍的黑白屏手机，有别人淘汰下来后
送给他的。

采访安国友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事迹介绍。
安国友，44岁，一脸的憨厚。这是昨日他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老安让人感动的地方，远远不止他开发制作软件时的“钻劲”，更可

贵的是他对社区的每件事都有清晰的计划和方法，做事认真、负责。人
口信息管理系统里每一位居民的信息，流动人员的来来走走，他都有记
录，甚至每位居民需要出具哪些证明，他都留着电子文档。

当采访不断进行时，我有一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每一位社区民
警，都像老安这样负责，都用上这样的警务系统，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为了研究这套软件，他还用了我的梳妆台。”安国友的妻子至今还
记得老安占用她的梳妆台的事情。

儿子小安对老爸也有“意见”：“有一次，我的腿受伤住院了，爸爸都
没来看过我。他只顾忙着制作自己的软件了。”

从安国友的妻子和儿子的话中，记者听出来的不是埋怨，而是自豪。

“我喜欢干社区民警。叫我坐机关，我不愿意。”
“有软件公司要来买我这个软件，我不卖。我不图钱。”
“做这些工作，我很自豪。”

开发管理软件，“安教授”可以定位每一个人

5部手机3个号依旧不够用，飞信好友还是满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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