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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不易，打开群众的心门更难。
2014年9月，按照“一村（格）一警”安

排，李海霞分包任务较重的钟观移民村。
2014 年 11 月的一个周末，已是晚

上 10 点，村民杨大妈给李海霞打来电
话，哭着说：“闺女啊，俺孩子找不着了，
你赶紧帮我找找吧。”

原来，杨大妈的儿子再有两天就要
举行结婚典礼，但是三天前生气离家出
走，到郑州后就失去了联系。

李海霞连夜动员同事、朋友、同学等
一切资源，经过整整两天的不懈努力，终
于找到了杨大妈的儿子。婚礼前夜，杨
大妈拉着儿子来到新郑市公安局找到李
海霞，“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李海霞赶紧
把大妈拉起来，大妈说：“闺女啊，谢谢你

啊！要不是你帮我把儿子找回来，这婚
礼就成笑话了，让我的老脸往哪搁啊！”

2014年底，钟观移民村整体划归航
空港管辖。群众知道消息后问李海霞：

“你能不能跟俺们一起去港区？俺们都
不想让你离开钟观村啊！”她也舍不得
离开这些质朴的乡亲们，一直坚持到
2015年 7月，完成所有工作交接后她才
依依不舍地离开钟观村。

同事们劝她说，海霞，在农村派出所干
了几年，又包村一年，别再干那驻村民警的
活儿了。2015年底，李海霞又主动要求分
包薛店镇薛集警务工作站。2016年5月6
日，全省公安机关“一村（格）一警”现场会
在新郑市召开，薛集警务工作站工作模式
获充分肯定，并要求全省学习推广。

缉毒工作充满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险，孔华和同事们经常周旋在毒贩与
吸毒人之间，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2013年 4月，一起云南某市至郑州
利用人体藏毒贩毒案的两名嫌疑人被
抓，孔华和同事又经过近 5个月的监控
侦查和反复摸排，成功侦破这起由境外
人员遥控指挥的人体藏毒贩毒案，切断
了这条运输毒品到河南的通道。

2016 年 3 月，兄弟单位在侦破一
起毒品案件时发现一名网名叫“关二
爷”的人在网上联系卖家，购进大量毒
品 ，再 通 过 QQ 群 联 系 买 家 进 行 贩
卖。孔华获知信息后，主动请缨，带领
2 名侦查员围绕“关二爷”曾使用过的

联系信息深度挖掘，辗转十几个省市，
行程 6000 多公里，梳理网络联系交易
数据信息近百万条，排查网络毒品交
易嫌疑人 200 余人，查清了该毒品违
法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信息和
运行脉络，于 11 月 10 日，在新郑龙湖
镇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刘某成功抓获，
随后又在山东莘县将犯罪嫌疑人王峰
某、王海某抓获，成功捣毁了他们的非
法制毒加工厂，当场缴获毒品“冰毒”
成品 3 千克、“冰毒”半成品 5 千克、制
毒原料约 1.2吨。同时，还向全国同步
发出了下线收网线索 196 条，为成功
捣毁此贩毒集团、斩断此条销毒网络
作出了突出贡献。

推荐人：犯罪侦查局副局
长、禁毒支队负责人 王志刚

推荐词：他一次次深入
虎穴、一趟趟游走在生死边
缘，用满腔热情和血肉之躯
直面涉毒违法犯罪分子的凶
残与狡诈，用青春和生命诠
释着禁毒工作的艰辛与复
杂，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捍
卫着一方蓝天和净土，谱写
了一曲曲缉毒壮歌。

个人荣誉：先后侦破涉
毒违法犯罪案件 220 多起，
查获毒品 110 多公斤，成功
抓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 300
多人，被誉为绿城缉毒一线
的“利剑”，获得“全国禁毒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立个人三
等功一次。

13号候选人：
郑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孔华

刀尖上跳舞的缉毒英雄

郑州首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候选人展示
更多候选人事迹请关注
郑州晚报官方微信和《身边》客户端

12月13日至23日，每天通过郑州晚报、郑州晚报微信公众号、身边客户端
等多种平台展示候选人。26日零时起开始投票，持续7天。届时，市民可通过
郑州晚报制作的投票网页和手机端（微信、客户端）投票页面来进行，民警可通过
“郑州公安”微信号制作的专题投票页面来进行。2017年2月，郑州首届“我最
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举行。

2012年 8月，孔华在侦破一起贩毒
案件时，得知云南某地至郑州有一张贩
毒网络。报请上级批准后，孔华带人奔
赴该地抓捕上线。

当年10月初，孔华和同事来到云南
后才发现，毒贩住在偏远山区，隐藏于
深山丛林之中。

孔华和同事们一路追踪至云南红
河县的一个边境小镇上。这是一个海
拔3000多米的地方，嫌疑人所在的村寨
地势险要，上山进村就一条路，看见有
生人来，他们马上会逃窜进入山中，加
上这些毒贩多为穷凶极恶的毒枭，随身

携带有枪支、刀具等武器，给抓捕行动
增添了很大难度。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2月初，嫌
疑人之一李某下山购物，孔华发现后，
拦停车辆，以搭顺风车为由靠近李某，
待车门打开后，孔华趁李某不注意，迅
速将其控制，在副驾驶车座下面搜到一
支上膛的小口径步枪。

随后，专案组经过周密部署，于 12
月 5 日全线收网，一举将涉案嫌犯全
部抓获，缴获毒品 3公斤，查获火药枪
3 支、涉案车辆 1 台、涉案毒资 120 余
万元。

深入云南边境山村 抓捕持枪毒贩

工作充满艰险 与毒贩周旋

从事禁毒工作后，孔华最长纪录是
60多天没有进过家门。

妻子是名牌大学研究生，为了家庭
她毅然放弃工作机会，把家里的大小事
情承担起来。

因为对家人照顾很少，所以日常生
活中的孔华与侦破案件时的他截然相

反，只要在家，总是尽可能多地帮助妻
子做些家务，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甚
至对妻子的抱怨和女儿的“训斥”，也总
是回报以微笑，从不反驳。

同事们知道这些事情后，都说孔华
在妻子面前“有些瓤”，但他听后总是微
微一笑，从来没有争辩过。

缉毒英雄在妻子面前“有些瓤”

推荐人：新郑市公安局局长 朱海新
推荐词：从入警的那一天起，她一心扑在社区工作上，敬业实干、拼搏创新，犹

如一抹彩霞，照亮了千家万户，滋润着百姓心田。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她利用“一村（格）一警”这个平台，忠

诚奉献，服务为民，赢得了百姓支持，走进了群众心中。
个人荣誉：先后获得新郑市公安局服务群众“十佳”民警、郑州市公安局“雷霆

行动防范能手”等称号，连续三年被评为“新郑市长效机制工作先进个人”。

李海霞的伯伯、叔叔都是警察，是
她自幼引以为豪的榜样。2011年10月，
23岁的李海霞顺利通过招警考试，实现
了她梦寐以求的“警察梦”。

她担任观音寺派出所社区民警，碰
到了第一个难题——“入户难”。她每
进一户，就主动介绍自己，送上印有自

己姓名、照片、手机号码的警民联系卡，
与群众唠家常，群众家里有活，就主动
帮着干。

不到3个月，她把辖区走访了一遍，
很多村民也都熟悉了天天走村入户的
年青女警官，渐渐地称呼也由“李警官”
变成了“小李”、“海霞”。

破解入户难 从“李警官”成为“小李”

2012年农历正月初七，正在单位忙
碌的李海霞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你
在忙什么，赶紧请假回来！咱爸快不行
了！”听到消息，李海霞一下子愣住了，
当她赶到两百公里外的家中时，父亲已
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安葬好父亲后，她毅然投入到工作
中，她想用不停地工作压制内心的悲
痛、自责、愧疚……

2016年春节，李海霞母亲到郑州做
眼部手术，可全省“一村（格）一警”新郑
现场会召开在即，她难以抽身。母亲理
解她，对她说：“海霞，你赶紧去忙工作
吧，单位的事情更重要。这边有你哥嫂
照顾，你就放心吧！”

已经28岁的她至今单身，她说：“和我处
对象，首先要理解我的职业，支持我的工作。”

帮村民找回婚礼前出走的儿子

瞅瞅，28岁女警找对象的首要条件

14号候选人：
新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 李海霞

走进群众心中的女“村警”

本版文图 郑报融媒记者 张玉东

他是一名英
雄，却不能在
公众面前露
出真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