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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阳似火的六月，超燃点兵
正当时！前不久，余姚分两批
次举行 2020 年基干民兵整组点
验大会。刚参加完整组点验大
会，两支基干民兵队伍就紧急
出动，用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

余姚兰江街道水上应急分
队的 10 名民兵驾驶冲锋舟、橡
皮 艇 ， 在 姚 江 上 打 捞 “ 漏 网 ”
的 垃 圾 。 从 2009 年 成 立 至 今 ，
这支民兵队伍“战功赫赫”：在

“菲特”台风期间，他们深入余
姚积水最为严重的地方开展水上
救援，也曾深夜驰援临海。如
今，凭借着娴熟的水上“作战”

经验，民兵们顶着烈日，干起了
水上垃圾清理工作。

与此同时，在余姚阳明街道
中江社区垃圾分类宣传点学习完
垃圾分类知识后，民兵们向沿街
商铺分发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宣
传垃圾分类的好处。之后，他们
又开启了公益活动——清理各个
角落里的垃圾。

“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基
干民兵队伍参建参治作用。当
前，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在如
火如荼展开，余姚民兵将围绕
环境卫生、垃圾分类、五水共
治、交通秩序等方面，积极配
合文明创建工作，争当文明排头
兵，传播文明新风，引领时代新
风尚。”余姚市人武部相关负责
人说。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余姚民兵积极行动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

因为责任与担当，毅然选择

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做祖国

边疆的“守护神”。然而，在

2019 年 1 月 1 日，随着一声令

下，公安边防部队集体转改，

他们的制服一瞬间由“橄榄

绿”变成了“藏青蓝”；他们的

角色，也由边防战士变成了人

民警察……

离开部队已有一年半，

但他们从未忘记曾身为军人

的荣耀和责任。部队里那一

幕幕酸甜苦辣深深刻印在他

们的脑海里，那一句句谆谆教

导时刻烙印在他们的生活习

惯中。是啊，尽管已经转身，但

在他们心中，部队永远是他们

神圣而又亲切的“娘家”。

日前，记者专门采访了

几位曾经的“橄榄绿”，他们

的从军初心至今未变，依然

奋斗在守护群众、服务群众

的一线。

边防改制一年半：

从“橄榄绿”到“藏青蓝”
他们初心始终未变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潘立

入夏以来，浙东沿海地区气
候多变、汛情复杂，我市面临的
台风、洪涝等灾害风险增加。连
日来，武警宁波支队针对驻地实
际情况，及时敲响警钟、未雨绸
缪，组织官兵积极备战，全力练
好“水上功”，提升部队应对突
发灾害的应急处突能力。

早在汛期来临之前，一场制
作驻地洪涝地图的接龙活动就在
武警宁波支队各基层中队展开。
他们将驻地逢雨必涝的地点一个
个标注在地图上，供官兵了解掌
握。在这张地图上，有 35 个位
置用象征积水的波浪形图标特别
标明，标示的详细程度也根据危
险度不同有所区分。在暴雨中较
危险的涵洞、低洼、峭壁等多个
路段，使用黄色、橙色、红色分
别标注。

无独有偶，一段“车辆落水
后用汽车头枕撬开车窗”的视频
在驾驶员之间频频转发。视频
中，驾驶员拔出头枕后，用其
尖头铁棍插入车窗缝隙，猛力
撬侧面车窗的边角，车窗瞬间
全部碎裂。紧接着，几名有着
多年驾龄的“老兵”在微信中
以简单图示讲解了在没有工具
的情况下，车辆落水后的自救、
救人方法。

从制作驻地洪涝地图，到转
发应急救援视频，一项项工作
在有序展开，枕戈待旦，因为

“ 战 斗 ” 随 时 会 打 响 ⋯⋯ 据 了
解，武警宁波支队以开展“安
全常识教育”为契机，紧盯驻
地 汛 期 动 态 ， 时 刻 敲 响 警 钟 、
绷 紧 思 想 弦 ， 强 化 官 兵 意 识 ，
切实从思想上筑牢一道道安全屏
障。

与此同时，武警宁波支队还
积极开展装备大检用工作。有装

备却用不好，这无异于拿着枪上
战场却打不准，甚至不会开枪。
有鉴于此，武警宁波支队开展了
这方面的“特训”。前不久，他
们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冲锋舟集
训，紧贴实战抢险，围绕人装结
合而展开。

在蒙蒙细雨中，随着对讲机
中传来指挥员的命令，冲锋舟集
训 队 20 名 战 士 似 离 弦 之 箭 一
般，从起点直奔 4 艘冲锋舟处，
然后干脆利落地搬运船体、快速
流畅地操作装备。5 分钟后，4
艘“水上蛟龙”就已踏行于白浪
之上。

玩得转装备，个人业务能力
也不能拖后腿。

为适应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救
援工作，武警宁波支队坚持开
展 多 种 队 形 实 地 训 练 ， 更 紧
凑、机动性能更强、更便于灵
活指挥的二路纵队，应对复杂
水 情 的 S 形 队 形 ， 克 服 激 流 和
漩涡时的三角队形⋯⋯确保一
有情况能迅速赶到事发地域展
开救援。

此外，他们不断增加训练难
度强度，将演兵场模仿成实战
场，设置单人落水、多人落水、
重要物资落水、船只损坏等多种
情况，综合检验官兵实战水平，
提升部队水上搜救本领，确保部
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拉得出、上
得去、救得下。

“快速行进时，以何种方式
持握铁锨等工具不会误伤到战
友？”“因水情错过目标后应如何
处置？”⋯⋯为确保官兵闻令而
动、有效处置，武警宁波支队还
从细节处规范各类抢险救援处置
要点、组织程序、安全防护等要
求，进一步强化官兵快速反应、
果断处置能力，为确保处置突发
汛情、高效抢险救援奠定坚实基
础。

备战，迎接汛期到来
宁波武警苦练“水上功”

武警官兵开
展冲锋舟集训，
提升抢险救援能
力。
（胡港 摄）

想家，就用忙碌来“治疗”

从军人到民警，从副所长到普
通民警，他重新上路，在接处警的
岗位上奋斗，多时一天要处理三四
十个警情。他就是陈凯，原奉化桐
照边防派出所副所长，如今在奉化
岳林派出所治安中队工作。他坦
言，来到城区派出所后，工作涉及
范围更广，事情也更多了。

“ 原 来 我 在 桐 照 ， 那 边 辖 区
小，普通案事件少。但因出海渔船
民较多，矛盾纠纷较多。”陈凯说，每
遇到此类事情，他就要白天黑夜连
轴转，各方协调、劝说。“现在面临的
事更多了，不仅要擅长做群众工作，
还要冲在一线，解群众之难。”

陈凯说，去年年初刚到所里
时，他内心也是有点挣扎的。经过
一段时间的适应，如今这些顾虑都
打消了，甚至还乐在其中——他小
时候的愿望就是当兵或者当警察，
现在可以说都实现了。所以，他将
更多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去年台风天，陈凯在单位值
班，夜晚接到了一对母女的报警，
称她们家里阳台上的架子松动，随
时会掉落，可能会危及路过行人。
陈凯到达现场后，立即找出绳子，
想先行将其拴牢在阳台上。但因为
没有着力点，他只能用自己的手紧
紧顶住墙壁，咬着牙进行捆扎，手
臂都磨出了血⋯⋯

临走时，陈凯再三叮嘱母女
俩：“关好窗门，保持通信畅通。”
对于母女俩的感激，陈凯笑着说没
事，脑子里却突然一闪：“希望老家
的每一天都是晴天⋯⋯”原来，陈凯
老家在山东，工作之余最让他牵挂
的就是家人。每次回家，要先坐 5 个
小时的动车，然后转大巴再四五个
小时，回趟家挺不容易。

“最不放心的就是老家 4 岁的
儿子，很调皮，吃饭要大人喂。但
我在家时，只要说你不好好吃饭，
爸爸就生气了，他就会拿起勺子乖
乖地吃起来。”陈凯说，每次从老
家返回奉化，他都是跟儿子“不辞
而别”。因为他怕儿子不舍得让他
走，只能让妻子找个理由将小家伙
先抱走。对他来说，平时只能在视
频通话里陪伴儿子。有好几次，陈
凯想着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家人，但
看见同事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也就
打消了念头⋯⋯

陈凯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
兵的时候，就习惯了四海为家，心
里有家，哪里都是家。也希望自己
忙点，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心里
会舒坦些⋯⋯”

学习，只为更好服务群众

“很多人认为在部队当兵会脱
离社会，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在边
防的那些岁月，就经常和群众打交

道，我觉得群众是我的老师，这也给
我现在的公安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在周福志看来，从军民同心到
警民同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贯的。

周福志原来也是一名边防战
士，改制后到奉化松岙派出所工
作。作为一名基层民警，平时接触
较多的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但
冷暖自在人心，只要为民服务，真
情付出，总有人会记得你的好。去
年 9 月 20 日这天，周福志就收到一
面“心系百姓 为民排忧”的锦
旗。因为他在凌晨时分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解救了一名因车辆没了油困
在路上的驾驶员，把对方感动得不
得了。车主还将他的所作所为拍了
视频发到抖音平台致谢⋯⋯

松岙距离奉化城区较远，派出
所警力有限，很多民警要身兼多
职，周福志也不例外，因为他是个
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在接处
警的岗位上，在调解纠纷的街头，
在打击罪犯的一线，在各大活动的
安保现场，哪里都有他忙碌的身
影。在他看来，越难啃的骨头越要
啃，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

今年 3 月 29 日，一名老人在当
地采茶厂附近采茶时失踪，也是周
福志组织人员展开搜寻。当天下着
大雨，山路泥泞，周福志硬是带着
众人苦寻 3 个多小时，最终在鄞州
区塘溪镇找到了老人。

“以前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
的，还需要不断学习，这样才能紧
跟大家的脚步，更好地为群众服
务。”周福志说，空闲时，他会去
单位二楼阅览室看书。涉及面很
广，从侦查办案的专业书籍到不断
更新的法律法规，他都在孜孜不倦
地学习着。他说，不想有“书到用
时方恨少”的遗憾。

传承，军人精神永不弃

如果说，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里，奋勇杀敌是军人价值的最好体
现。那么，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
里，默默守护才是军人最好的写照。

吕天驰，就深切感受到了这一
切。他的爷爷曾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讲当年行
军路上几天几夜不合眼的场景。他
爸爸是一名基础工程兵，曾在东北
几十米下的深井里施工作业，最长
时有一个多月没上来，吃喝拉撒都
在地下，艰苦环境超乎想象。

这样的家庭文化锻造了吕天驰
特有的刚毅和韧性，后来他考入中
国人民武装部队学院，接过了上一
辈的“枪”。2012 年，他成为一名
边防战士，走村入户，收集社情民
意，并用自己新学的方言，询问群
众收获如何、海上有无遇到难事。

“海边的人很朴素，他们的嗓门特
大，对这儿不熟的以为是吵架，但
我觉得格外亲切。”

如今，吕天驰已是奉化莼湖派
出所的社区民警。聊起警营和军营
的不同，他说最直观的变化是管理
模式的改变，习惯了部队里的直线
式管理，突然转变为面的管理，开
始时还真有点“压力山大”。

他负责的社区工作琐碎繁杂，
涉及场所管理、危爆排查、治安巡
逻、防范宣传、纠纷调解等方方面
面，责任重大。但再辛苦、再复杂、再
没头绪的事情，吕天驰都能凭着自

己的一股韧劲，把事情圆满解决。
就在前几天，有人报警，称邻

居家的晒衣杆太长伸到自家来了，
破坏了风水。吕天驰赶到现场，只
见双方情绪激动，各有各理。他主
动联合村干部，巧打“亲情牌”，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纠纷化解
在萌芽阶段，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 部 队 好 的 文 化 ， 我 们 在 传
承。我们习惯了在进他人办公室的
时候喊‘报告’，这能时刻提醒自
己以军人的标准来当一名优秀的人
民警察。”吕天驰说。

初心，在不同的“战
场”上坚守

“感谢青春里有军装陪伴。军
人与警察，同根同源，血脉相通，
只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
场，变的只是称谓，不变的是初
心。”说这话的是吴慧华，原来桐
照边防派出所的教导员。他至今记
得自己刚到边防派出所那时的“囧
事”——基层工作纷繁复杂，他又
人生地不熟，一度手忙脚乱。但随
着基层工作的不断深入，他慢慢熟
络起来，把群众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和长辈，还时不时地互道平安。

改制后，他脱下“橄榄绿”，
成为一名民警，如今又被抽调到奉
化区扫黑办，负责线索排查工作。
工作中每条线索都至关重要，查

“实”和查“否”都需要付出巨大
的精力，且要保持十二分的严谨和
细致。每次一有线索，他就一头扎
进工作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疫情期间，他也没有自我放松，仍
一心扑在扫黑工作上。他也因此获
得了同事的一致肯定：“虽然没来
多久，但一上手就轻车熟路，每条
线索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这适应力
和执行力不愧军人出身。”

吴慧华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
怪，因为从军初心一直在他心头，
始终未曾忘记。如今在巡特警负责
装备管理工作的蒋道忠同样如此。
改制那天，他没有一丝犹豫，“服
从组织安排”的军人自觉早在十几
年前就根深蒂固。同样，在新的岗
位上，他保持了军人一丝不苟的品
质。有一天午休时分，领导突然来
到库房，却看到蒋道忠脸色苍白，
正瘫坐在地上，于是问他怎么回
事，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枪弹没放好，我怎么可以休
息呢。”蒋道忠的话，让领导既担心
又欣慰，因为大伙都知道他血糖高，
但这股认真劲着实令人钦佩。蒋道
忠还时常叮嘱同事：“不要当我是病
号，不然我真的会郁闷死。你们安排
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蒋
道忠更是将自己的军人品质发挥得
淋漓尽致。“我请战，到疫情防控
最危险的岗位去。”正月初三，他
就早早地回到了岗位上，并主动申
请前往隔离点执勤。到那后，他又
每日奔走，耐心劝导情绪不稳定的
群众。整整 14 天，蒋道忠夜以继
日地坚守在一线。执勤结束后，原
本可以回家调休的他，又放弃休
息，继续挑担高速卡口的检查工
作，守好进出大门⋯⋯

对他来说，冲锋在前，勇挑重
担，这是军人本色。这份初心同样
适用于新的“战场”。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奕超超
图片由奉化公安提供

穿着警服的吕天驰正在检查管制刀具穿着警服的吕天驰正在检查管制刀具。。

穿着军装的吕天驰在走访渔船民，开展法制宣传。

曾是边防军人的蒋道忠（左一）在开展人口信息核查工作。

蒋道忠正在对装备进行整理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