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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枪逃犯射出的子弹从他耳边飞过、片警乐当百姓“参谋长”……

解读合肥警界“国优”背后的故事
5 月 18 日这一天，让许多人铭记在心。今年 5 月 18 日，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大考”

中，合肥警界一举斩获8个“国优”，瑶海公安分局等3个单位、肥西严店派出所所长岳宏俊等5人受到表

彰。沉甸甸的牌匾究竟写下怎样的“优秀基因”？又蕴藏着哪些精彩动人的故事？本报记者历时一周，

深入一线实地采访，今天逐一向读者解读呈现。 记者 范竹标

王军，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

局巡警大队一名普通巡警。

从警七年，他从一名小警察

变成犯罪分子的“克星”，平均每

个月都能逮捕七八名违法犯罪

嫌疑人，创下 7 年抓捕 600 多名

嫌犯的显赫战绩，被人誉为“庐

州第一神捕”。

一次抓捕贩毒嫌疑人，嫌犯

当时拿出一支装有毒品的针管，

向现场民警叫嚣“谁不怕死谁就

来。”王军立刻挺身而出，扑上去

将嫌犯抓住。“当时没有害怕，就

是觉得不能让这样危害群众安全

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大通路派出所的尹晓明，在

社区民警岗位上一站就是11年。

一次辖区下大雪，尹晓明担

心居民老旧房屋坍塌出事，连夜

逐户上门劝说大家转移，安全转

移了200多户居民。

11年的片警生涯，群众评价

说：“他把心掏给了我们。”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尹晓明

百姓“参谋长”记挂社区家长里短

今年 40 岁的岳宏俊曾为抓

捕持枪逃犯闯了一回鬼门关。

2009年，岳宏俊在追捕杀人

抢劫逃犯时大声喝道：“不许动！

我是警察！”逃犯听到后掏出枪直指

岳宏俊。“砰！砰！砰！”三声枪响，

歹徒射出的子弹从岳宏俊耳边飞

过，岳宏俊射出的子弹也击中了丧

心病狂的逃犯。现场缴获嫌疑人

仿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4发。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岳宏俊

持枪逃犯射出的子弹从他耳边飞过

人物篇

身为合肥市公安消防支队

特勤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同样作

为一名消防兵，33岁的徐长青总

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显现。

合肥市2008年遭遇的50年

不遇的特大暴雪，他解救被困人

员 14 名，疏散遇险群众 366 人，

抢救出了价值达 5000 余万元的

各类物资。

徐长青入伍15年来，参加灭

火救援战斗2000余次，营救遇险

群众100多人。由于长期高强度

的灭火救援和训练，至今徐长青

右膝上比别人“少一块骨头”，右

腿也因此留下终身的六级伤残。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徐长青

拼命三郎“少一块骨头”仍坚守一线

集体篇

瑶海区每天流动人口多达50

至100万，“辖区还有火车站、多个

汽车站，治安状况比较复杂。”对

此，瑶海公安分局在全市率先启动

义务巡逻队，截至去年底有165支、

1635人的巡逻队上路巡逻。“分局

2007年、2010年、2011年的命案破案

率都是100%。”五年来辖区四类可防

性案件发案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全国优秀公安分局
——合肥瑶海公安分局

千名“红袖章”构筑“平安防线”

“邻里守望”是 2007 年由合

肥市安庆路派出所与辖区街道创

出的一个综治品牌。

安庆路目前已经建立了一

支由 312 名楼长为骨干，“4050

人员”、小区保安人员、低保人

员、清扫保洁人员为主体的邻里

守望队伍。他们参与社区治安

防范，化解民间纠纷。自队伍成

立以来，当年治安案件发案率就

下降了24%，此后各类案发率都

在逐渐下降。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安庆路派出所

邻里守望治安防控破案337起

83 万辆机动车，106 万名机

动车驾驶人，庞大的日常服务管

理，没有创新是很难交出一份满

意答卷的。合肥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辆管理所不仅做到了，还

获得“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的荣誉。

近年来，该所注重探索服务

新思路，“‘5+X’百姓家门口的车

管所”、“网上轻松办”、“一窗式综

合受理服务平台”、“换位思考上

门送检”等措施，提高办事效率。

还陆续设立 41 家汽车 4s 店登记

服务站，实现零警力下车管所“一

站式”办理。依托“车辆管理自助

服务终端”，办理一笔业务只需短

短5分钟，使办事群众有了更多

的自主性。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合肥市车管所

五分钟“零距离”便民服务平台

合肥公安边防检查站执勤

业务二科科长孙全，有本“秘密

日记”，里面记录了全科人员的

生日、家庭情况、爱好等。

“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他带领相关业务人员先后圆

满完成了奥运安保、国庆60周年

安保、世博安保等重要安保任务。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孙全

面带微笑的边防“守门员”

烈日当头，合肥街头

的 西 瓜 销 售 点 不 仅 是 一

景 ，更 有 解 暑 止 渴 之 良

效。但那些忍受酷暑为我

们带来清凉的瓜农们呢，

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近

日，本报将连续推出“倾听

卖瓜的故事”系列报道，直

击瓜农的需求，倾听他们

的心声。

田守锋 吴四艳

星级记者 徐涛 文/图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的胡

大姐再也不必为销售西瓜“抢

地盘”，甚至是“打保卫战”了。

凭借一张“准入证”，她在滨湖

品阁小区有了自己固定的西瓜

临时销售摊点，可以放心地定

点经营。

据了解，为从根本上保障瓜

农利益，今年，滨湖新区在合肥

市率先推行瓜农准入制度。办

理“准入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但

需要申请人提供原住地村委会

(或以上)政府部门的证明文件

（盖红章），以证明申请人确实是

瓜农，也便于后期跟踪服务和统

一管理。

据滨湖城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瓜农自进入新区开始，会

享受到多项实质性的帮助，城管

部门为每一个摊位免费提供西

瓜棚、统一的围挡及垃圾收集

容器，环卫部门负责对西瓜摊

点产生的垃圾进行清扫和免费

带运，也避免西瓜摊点对市容

市貌和环境卫生造成影响。据

悉，目前合肥各区均已陆续推

出“准入制”。

从“烈日下抢地盘”到“阴凉里有专区”

瓜农讲述卖瓜摊点“保卫战”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瓜农胡

娟大姐，她将为我们讲述关于卖

瓜摊点“保卫战”的故事。

她向记者介绍说，自家种了

10 多亩西瓜。“不要以为种的瓜

好，就一定会有好的经济收入。

关键是你家的瓜还能不能尽快

地卖掉，晚卖掉一天都会造成收

入减少。”胡大姐告诉记者，能不

能“抢”到一个好的卖瓜地点更

是关键。

在往年卖瓜的时候，胡大

姐总是在前一天的夜里就把西

瓜运到看好的地段上。首先，

要知道看好的地方允不允许卖

瓜；其次，必须要抢在其他瓜农

之前占到理想位置；最后一点

最难，就是如何避免与瓜贩子

产生矛盾。稍有不慎，轻则丢

掉摊位，重则被砸了西瓜，甚至

打伤也难说。

昔日：卖瓜“抢地盘”最关键

如今：摊位“准入制”解难题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优秀人民警察——王军

庐州神捕7年抓捕600多名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