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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张
燕，是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刑侦
大队的女民警，2015年开始从事刑
事侦查工作，两年的侦查经历使她
从最初的无从下手，到现在的得心
应手，前期侦查、数据采集分析、抓
捕行动等，与其他男民警一样全程
参与侦破各种大案、要案，被周围的
同事戏称为“侠女”。

走进行动侦察大队，一道道密
码门透露出一股神秘气息，在这里
总能看到张燕在不同功能的办公区
忙前忙后的身影，数据采集、分析，
前期侦查、侦听，这些日常的工作，
她已经处理得游刃有余，有着同龄
人所没有的成熟感。

初入刑侦队伍，张燕就清楚地
认识到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是
开展所有侦查工作的基础。数据采
集比对工作量大，枯燥繁琐，她为了
克服数据量大，容易疏忽小细节的
困难，养成了把工作要点记录在一
张小纸条上随身携带的习惯，每次
出去采集数据，她都会掏出来核对，
查漏补缺。

去年年底，分局开展侵财案件
集中整治行动，许多案件的作案人
员身份不明确，侦查工作纷纷陷入
瓶颈。为突破僵局，张燕和同事每
天白天出去采集相关数据，晚上就
留在单位分析比对。短短半个月时
间，张燕就为三起系列性盗窃案件
确定了7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案
件的侦破奠定了基础。

2016年 11月 18日凌晨，张燕
与同事们提早一个星期赶往犯罪嫌
疑人交易的城市，寻找出最可能的
交易地点，一场筹划已久的抓捕行
动正在悄悄展开，张燕和同事们在
掌握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落脚
点后，已经在车里蹲点守候了一整
晚。

“出来了！”张燕眼尖地发现了
在路边买早点的嫌疑人，立即小心
翼翼地跟上。此时，指挥部传来指
令：“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带了一个手
下前往交易地点，不确定毒品在谁
的手上。”这给抓捕工作增加了不小
的难度，无法准确把握抓捕时机。

就在大家为如何解决这一突发
状况想办法时，张燕发现已确定身
份的那名犯罪嫌疑人正在和一名骑
摩托车的人交谈，职业敏感性促使
她立即用相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事后这张照片成了证明二人在当天
进行了毒品交易的关键证据。

从进入公安队伍以来，张燕一
直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
节，她努力守卫着万家灯火的和谐，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幸福，保卫着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老百姓心中
满意的民警。 张贻富 黄军

“侠女刑警”
不忘初心

凡有交通事故，他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救治伤员，勘验现场，寻找
线索……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他既是“公路安全捍卫者”又是“事
故现场救火兵”，他就是镇海交警大
队蛟川中队的“公路卫士”姚辉。

“一大清早就拥满了人，现在
除了医院挂号看病外就属来交警
队办事的人最多。”一位前来处理交
通事故的市民感慨地说。这个情况
也从蛟川中队队长王立波的口中得
到了印证，“目前辖区每天交通事故
量维持在40起左右，由于蛟川辖区
外来务工人员和各类企业众多，事
故也多集中在电瓶车，三轮车及摩
托车这些易导致人员受伤的车型
上。”

记者见到刚处警回来的姚辉
时，“从昨天早晨7点半开始接班，到
今天下午5点下班，中间一直没有时
间休息，我一会接受完你们的采访，
还有几个事故要处理。”这是见面时
他说的第一句话。

“坚持做好本职工作，做人民群
众满意的交警”，谈起自己经办的一
件件案件时，姚辉率真地笑了。今
年8月，辖区一辆无牌二轮摩托车在
雄镇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时，一下
子撞上了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崔某，
王某和高某三人，事故导致崔某肋骨
断了八根，王某小腿骨折，高某身上
多处擦伤，事故发生后肇事者驾车逃
逸。姚辉接警后，现场当事人家属和
围观人员群情激动，姚辉指挥同事们
先救助伤员，待伤者送去医院后对事
故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并耐心跟家
属们做了安抚工作，声明会尽全力侦
查这起恶性逃逸案件。由于当时现
场没有直接的监控录像，办案陷入僵
局。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加班加点，姚
辉和他的同事们以倒推的方式排查到
了肇事者所居住的村落，锁定了肇事
者赵某。事后，三方受害者家属分别
向中队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记者在浏览姚辉微信朋友圈时
发现，他的朋友圈内容不多，大多数
是交通安全知识的转发，少量是关
于家人的内容，其中一篇写道：“陪伴
太少了”，短短5个字，配图则是儿子
生病的照片。姚辉感慨，妻子是一名
高中教师，平日里工作也非常辛苦，
但是家里老人孩子生病，日常琐事全
部都交给了妻子打理，心中最为愧疚
的就是妻子。

“群众的信任是我们工作最大
的动力!”姚辉告诉记者,“交通事故
处理工作中，各类社会矛盾集中多
发，我们只有多‘换位思考’，案件才
能办成铁案、民心案，群众才会满
意，辖区也会更加和谐。”

张贻富 林炳潮

“胖所”
守护古镇平安

“炊事班”班长
杜中杰

又是一个周末，原先应该在家休
息的慈溪市公安局后勤保障室杜中
杰却忙碌在食堂里。最后一批民警
从宁波赶回单位已是晚上6点50多
分，早已过了平日里食堂的供应时
间，但是一份份火热的菜肴仍等待着
民警们。送走最后一批吃饭人员，看
着工作人员整理好食堂，杜中杰这才
安心地回家吃饭。

杜中杰今年已经54岁了，去年3
月份，他结束了自己长达17年的社区
民警生涯，成为了一名食堂管理员，
如今同事们都亲切地喊他“老杜”。

公安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有的
事，一旦进入备勤状态，所有民警都
需要在一线奋战。作为食堂的负责
人，杜中杰拼尽全力保障好每个民警
的饮食。

10月份连续20多天的备勤，老杜
每天提早到，每晚迟迟归，连原本正常
的休息日也取消了，连续加班，但杜中
杰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奋战在食堂这个
战场上，没有半分怨言，不急更不催，反
而是更加贴心细心地做好自己的事
情。大量储备冷菜和熟食，延长食堂供
应时间，更注重菜品的保温，“有不少民
警往往一加班就忘了时间，我们不仅要
确保所有人准时有饭吃，还要保障他们
吃得好、吃得饱，这样才能有活力，积极
面对工作。

拉一条线，让桌子的边线死死地
贴着这条直线，不对整的及时摆正，
桌子也能因此摆放地整整齐齐；每天
需要提供15-18种菜，一周5个工作
日天天不重复；可以自己亲手做的，
就不从外面买，食堂员工亲手完成自
制品牌……这些都是慈溪市公安局
食堂员工的日常工作，也是老杜对自
己的要求。

“食堂管理，菜品浪费也是个大
问题。”慈溪市公安局里面，不少民警
常常出差，还有基层派出所来公干的
同志，再加上与会人员，流动性很大，
保证菜品供给的同时，更要尽可能减
少浪费。

精打细算的老杜想到了数筷子。
早饭后数一数所用的筷子，工作期间，
探出身子看一看停车场上的车子，在楼
道里转一转和内勤沟通下，当然还要参
考局里开会的议程，这样老杜心里用餐
人数的那杆秤才找到了秤砣。如今，经
过一年多的摸索，老杜对于平日里的吃
饭人数已经有了大致的把握，但数筷子
的活依旧没有落下。

老杜每天早上6点到单位为食材
把关，晚上8点左右待到食堂空无一
人才回家休息，10多个小时在食堂兢
兢业业的工作，赢得了同事们的诸多
好评。

张贻富 冯罗鑫

“公路卫士”
姚辉

陈吉群在鄞江派出所已经工作
了9个年头，从一名普通民警成为
所里的领导，因为体型微胖，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胖所”。

9年来，他坚守在鄞江古镇，破
过许多案子，调解过不计其数的纠
纷，救助过不少群众，正因如此，他
也成为鄞江群众心中的好民警。

2014年台风“凤凰”影响我省
期间，鄞江多地受灾，当时还是普
通民警的陈吉群站在抗洪第一
线，守护着鄞江古镇的每一名百
姓。

当年9月 22日晚上11点多，
所里接到报警，钟家潭山体滑坡
了，山洪冲毁了村里的几间屋
子。刚去看守所提审回来的陈吉
群赶到第一户人家，水已经没到
了脖子处。陈吉群向村里借了皮
划艇靠近住户，这户人家还不在
家，防盗门锁着。透过窗子能看
到水已经进屋，他们只能凿开防
盗门下的门槛，等水位下降后，让
水自行排出。

他们在第一户人家时，又接到
村民报警，有一户人家的老人被
困。详细了解后获知，86岁的周老
太太原本独居在家，山洪冲下来直
接毁了她家的后墙，洪水倒灌入
屋。周老太太慌慌张张跑到隔壁邻
居家避难，不料邻居家也被水淹
了。邻居家的两位老人也都七八十
岁了，情况万分紧急。当民警进屋
时，三位老人分别站在茶几、沙发
上，颤颤巍巍。陈吉群赶紧和同事
一起将老人和其他4位村民转移到
安全地带。

“胖所”坚信群众事无小事，认
真对待每一起群众的报警，去年10
月份，辖区的张大爷家养的鸡和鸭
被偷了，价值约4000元。眼看辛辛
苦苦养了几年的鸡鸭，快变钱的时
候不见了，张大爷别提多着急了，于
是他找到了陈吉群，把鸡鸭被偷的
事情告诉了他。陈吉群对办案民警
说，虽然这类案件涉案价值小，但是
对辖区农民来说可是大事，于是他
亲自调取监控，寻找可疑线索，经过
2个月的侦查，在12月1日成功抓
获两名嫌犯。

此外，他热切关心群众关注的
退赃工作，2016年成功规劝19名
嫌犯积极退赃或自愿赔偿群众损失
合计 8 万多元，占到所有案值的
80.3%。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他用工作
践行着从警誓言；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九年时间见证着他守护古镇的
承诺。

张贻富 钟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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