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张玉东 文/图）在部队时是一名
工兵营长，与地雷、炸药打了17年交
道。转业回郑时，不顾亲友再三劝
阻，继续投身于这个危险的职业。刘
成俊，郑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警察支
队危爆大队大队长，从警22年来，与
死神赛跑，共排除并销毁各类炸弹
13000余枚、爆炸装置600多个。

曾一次性成功排除并销毁旧炸
弹 1300多枚，属近几年来全国发现
并排除销毁旧炸弹最多的一次；一
次性连续 3天销毁废旧硝铵炸药 50
多吨，属河南省最多的一次；第一次
成功排除解放以后郑州市出现的第
一枚邮件炸弹……作为郑州“第一
排爆手”，刘成俊创下一个又一个
“之最”。

每当警情来临时，刘成俊总是
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

2018 年 7 月 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接 110指令：郑州市中原区西十
里铺村一居民楼内发生爆炸，要求
派人处置。刘成俊赶到现场，发现2
枚爆炸装置已经爆炸，还有多枚爆
炸装置处于待发状态，随时都有爆
炸危险，居民楼内还有 8户租房户、
20余名人民群众，如果再次发生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立即进行拆
除处理。

在桐柏路分局民警的配合下，
劝离清除了无关人员,对爆炸现场实
施封闭管理。刘成俊冒着生命危
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作业，凭
借过硬的排爆技能，成功将5枚处于
待发状态的自制电点火遥控爆炸装

置、98枚自制燃烧弹、110枚“鱼雷”、
2公斤黑火药以及制造爆炸装置原
材料等爆炸物品成功排除，并将爆
炸物品转移到安全地点。

2020年 10月 10日 8时许，治安
支队值班室突然接到警情：在郑州
市十八里河镇柴郭村小学附近一施
工工地发现大量废旧炸弹，急需派
人处置。接警后，刘成俊带领战友
赶赴现场。经勘查，此次发现的废旧
炸弹为抗日战争时期一小型军火库，
种类杂、数量多，由于埋入地下时间
久，弹体严重锈蚀粘连，且装药外泄，
情况非常危险，需及时排除销毁。

制定排爆方案后，决定采用人
工挖掘的方法迅速展开作业。排除
过程中，由于受地形限制，刘成俊只
好双膝跪地作业，经过7个多小时连
续艰难作业，成功将 820枚迫击炮
弹、手榴弹和手雷等废旧炸弹安全
排除。排除后，刘成俊顾不上休息，
又将废旧炸弹转移至荥阳黄河滩地。
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作业，分4次将排
除的820枚废旧炸弹成功安全销毁。

2022年 7月 15日 11时 40分，接
犯罪侦查局警情通报：抓获的一名
犯罪嫌疑人供述，在其家中藏有自
制的枪支弹药和遥控爆炸装置。

接到警情后，刘成俊带领大队
相关人员驾驶排爆车、携带搜排爆
器材，冒雨迅速赶到经开区九龙镇
南场村临时安置区。经过40多分钟
的艰难作业，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家
中查获自制电点火遥控爆炸装置及
制造枪弹、爆炸物品原材料等物品，
并成功将爆炸装置安全分解、拆除。

由于成绩突出，刘成俊先后荣
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优秀
人民警察、河南省优秀中原卫士、河
南省十大优秀部队转业干部等称
号，连续3年被郑州市评为安全生产
先进工作者，荣立个人一等功 1次、
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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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地方政府应当制定家
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父母
应当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提高亲子陪伴质量；父母应当根据不同年
龄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避免重智轻
德、重知轻能……7月30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
准了《郑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办法》
明确了家庭教育具体内容、方式方法及部门职责等，让“依法带娃”更
具操作性、更接地气。《办法》自10月1日起施行。

今年 1月 1日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
行，中国父母也正式进入了“依法
带娃”时代。近年来，郑州市在家
庭教育促进工作中探索积累了不
少有益经验，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立足于提高可操作性，侧重于对
上位法的细化补充，使《办法》内
容更加科学完善，让“依法带娃”
更接地气。

《办法》结合实际，确定郑州
市家庭教育促进工作实行政府主
导、家庭尽责、学校指导、社会协
同的工作机制。规定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

作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并将家庭教育工作
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明确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妇女儿童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
好家庭教育促进工作；同时规定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家庭教育促进工作中的重大事
项。明确教育、妇联、文明办、民
政、卫健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家庭
教育促进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形成
主管部门统筹、相关部门协同推进
的工作格局。

郑州出台《办法》让“依法带娃”更接地气

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
等问题，《办法》进一步强化了未
成年人关爱救助机制，对留守未
成年人、困难未成年人等重点家
庭的专门指导，委托监护情形下
的义务要求等作了专门规定。

《办法》明确，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留守未成年
人、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救助机制，
组织民政、教育、卫生健康、司法
行政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为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死亡、下落不明、重
病、重度残疾或者因服刑、被强
制隔离戒毒以及被采取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等不能履行
家庭教育责任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因实施家庭暴力等不当家
庭教育方式，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遭受侵害或者经历其他
重大变故的等情形的留守未成年
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家庭教育
帮扶和指导。

同时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建立留守未成年
人、困境未成年人信息档案，实行
一人一档、动态管理，为家庭教育
帮扶和指导提供信息支持。村
（居）民委员会应当全面排查、定
期走访，掌握辖区内留守未成年
人、困境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情
况；发现新增留守未成年人、困境
未成年人的，及时向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办
法》明确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
主体责任。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不同年龄
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避免重
智轻德、重知轻能，培养未成年人
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应当与未
成年人共同生活，提高亲子陪伴
质量，保持良好的亲子沟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依

法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时，应当听取
未成人的意见并做好心理疏导。

对于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等
情况，《办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或者采用暴力、侮辱等不
当方式实施家庭教育的，任何组
织和个人有权向村（居）民委员
会、妇女联合会以及民政、教育、
公安等部门和单位求助、举报。
接到求助、举报的部门和单位应
当对有前款不当行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予以批评教育、劝诫
制止，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将家庭教育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遇到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施暴的可举报

建立留守未成年人关爱救助机制

★

刘成俊认真研究爆炸装置

从工兵营长到排爆警察

省会“第一排爆手”
创下一个又一个“之最”

穿上排爆服执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