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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派出所
一条特殊的“12345”热线工单
“老板，麻烦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见过

这个人？”

“姨，今天这个人来你店里吃饭了吗？”

……

这一幕场景，正是大通县公安局长宁派

出所民警张广禄、辅警童明祖寻找走失人口

的画面。这样的询问覆盖了沿街商铺 17家，

背街小巷 9处，公共场所 8个。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3月 28日 20时许，长

宁派出所接到大通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协

查指令称，大通县桥头镇 52岁的田女士走失，

经过轨迹分析她可能已经进入长宁辖区。

接到指令后，正在值班的张广禄、童明祖

开展了 5公里范围内的地毯式搜寻。

“田女士已经走失快 12个小时了，现在昼

夜温差大，再找不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张广

禄、童明祖的心揪了起来，一场与时间赛跑的

紧急救援迅速展开。

“马上分两组行动。”张广禄下达指令，将

值班民警、辅警和村警分成两队，以田女士最

后出现的地方为中心展开搜寻，同时，联合长

宁村网格员发布寻人启事。

时间已经过去了 3个多小时，张广禄、童

明祖在继续搜寻时接到辖区群众的电话：“张

警官，我好像在农商银行附近见过她。”好消

息传来，经确定，农商银行自助服务区内的就

是田女士，最终，将田女士安全送回家。

次日，张广禄通过电话做回访时，得知田

女士身体状态良好，他一直紧锁的眉头才终

于舒展。

谁也没想到，这份付出还有后续。当日，大

通县公安局收到一条特殊的“12345”热线工单，

要求实名表扬大通县公安局长宁派出所民警张

广禄、辅警童明祖，这一纸工单，承载着群众的

认可与信任，是对民警们坚守岗位，一心为民的

最好褒奖，也见证着警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我们坚持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工作

的风向标。”长宁派出所所长李伏成表示，长

宁派出所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

上，积极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以“辛苦

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塔尔派出所
“你们的效率让我安心”

“平板电脑里的资料对我太重要了，多亏你

们争分夺秒帮忙找回！你们的效率让我安心。”

3月 24日，马先生紧握大通县公安局塔尔派出

所民警王海山和辅警沈旭明的手连连表示感

谢，并将一面印有“真诚为民展风采速寻失物显

警威”字样的锦旗送到了塔尔派出所。

3月22日14时许，刚完成铺面装修的马先生

发现自己存有重要资料的平板电脑在店铺门口

“不翼而飞”，随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求助。

接到求助后，塔尔派出所值班民警王海

山、辅警沈旭明立即赶赴现场。王海山迅速启

动小案快侦机制，一边详细了解平板电脑特

征，一边调取周边监控视频。

“每帧画面都是线索。”王海山和沈旭明在

监控室逐侦排查监控画面，经过不懈努力，最

终发现平板电脑被一路过群众拿走，并很快确

定该群众身份，经过民警耐心释法说理，该群

众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主动将平板电脑归还。

塔尔派出所所长安国栋介绍说：“今年以

来，塔尔派出所已累计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物

品 11件，挽回经济损失 6万余元。”

特巡警大队
“帮助群众我们义不容辞”
3月 18日 13时许，刚刚结束了西宁市区

勤务的大通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们驾车

返回，当行驶至张汶高速 294公里处，队员们

发现前方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掉落

了一堆装满东西的袋子。

特巡警大队队长牛杰看到此情况，示意

队员们下车帮忙，他们走至跟前发现货车驾

驶人正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搬运掉在

地上的货物。“你别急，我们帮助你。”牛杰一

边安抚着货车驾驶人，一边询问情况。

原来，货车驾驶人姓赵，他受亲戚所托，

要将这车油菜籽从西宁市运往大通县城关镇

进行售卖。当车行驶在高速路上时，固定油

菜籽袋子的绳索突然断裂，20多个装满油菜

籽的袋子掉落在地。

“赵师傅，别担心，有我们呢。”

牛杰一声令下，带领队员立刻行动起来。

经过近 20分钟的努力，队员们齐心协力

帮助赵师傅重新整理油菜籽袋子，用绳索将

其牢牢固定，确保油菜籽袋子不会再掉落。

赵师傅看着重新装车完毕的货物，脸上露出

了笑容，他紧紧握住牛杰的手，连声道谢。

“我们干的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

帮助群众我们义不容辞。”牛杰说。

青海法治报·法眼记者 郭佳

暖心警事 守护“看得见”
寒来暑往，昼夜更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始终坚守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或

是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或是帮助迷途老人找到回家的路，桩桩件件看似是琐碎小事，却满含深情，他们
就是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辅警，他们以实际行动，融入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

连日来，记者走进大通县公安局，探寻那些发生在日常警务中的暖心故事。

排查监控视频排查监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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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群众捡油菜籽袋子帮助群众捡油菜籽袋子

3月起，省消防救援总队针对农

牧区季节性火灾特点，全方位构建保

春耕防控体系。组织各级消防部门

消防监督员与基层网格员联合巡查，

深入农村、牧区，拉网式排查春耕生

产中的火灾隐患。对焚烧秸秆、烧荒

等传统耕作习惯，实施“红黄蓝”三级

预警机制，采用“人防+技防”手段，

在偏远耕地部署无人机巡航监测，实

时回传热成像数据，实现火情预警、

定位与快速处置闭环管理。

为进一步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青海各地消防部门组织宣传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乡村集市，开展形

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张贴消防海报、播放消防

宣传音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春季

火灾防范知识。联合村委会利用村

村通大喇叭不间断广播消防知识，

讲解农村火灾的特点、常见火灾隐

患以及火灾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方

法，让消防安全的声音传遍乡村牧

区的每一个角落。

“不在草地、草垛附近吸烟，防

止未熄灭的烟头引发火灾。”在海东

市平安区白家村，消防宣传车播放

着响亮的宣传口号。“大爷，这大棚

边上的木材、塑料薄膜都属于易燃

物，如果着火了，燃烧速度特别快，

我们先帮你挪到那边去，你们平时

也要及时清理大棚周边的可燃物。”

根据当地春耕实际，连日来，消

防宣传人员走进村庄巷道，结合近年

来省内发生的典型案例开展消防宣

传，向村民们详细讲解春耕期间诱发

火灾的原因、特点、危害性，普及禁止

野外用火的规定及初期火灾扑救方

法等知识。将印有消防安全知识的

宣传彩页发放到村民手中，传授实用

的春耕“防火经”，并告诫他们坚决杜

绝焚烧秸秆、田间吸烟、乱丢烟头等

不安全行为，严防“火烧连营”现象发

生。同时，宣传人员结合农村牧区火

灾特点，深入独居老人家中，排查家

庭消防安全隐患。“奶奶，在家里使用

电器的时候千万不能乱拉电线，也不

能在插线板上同时插很多电器设备

造成超负荷用电，长时间超负荷用电

会造成电线过载发烫甚至起火。”宣

传人员从日常生活中的用火、用电、

取暖等细微环节入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普及消防知识，提醒大家在春耕

期间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避免因不

当操作引发火灾。

为提高群众初期火灾应对能力，

消防部门还组织人员走进乡镇政府

专职消防队，农村、社区志愿消防队

（微型消防站），开展消防器材装备检

查、维修、保养，确保器材装备的完整

好用。组织开展火灾应急救援演练，

通过模拟演练，检验乡镇政府专职消

防队、农村义务消防队及村民的协同

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基层消防力量

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据统计，“护春

耕”行动开展以来，各级消防部门累

计流动巡逻 500余次，消除农牧区火

灾隐患 2300余处，制止违规用火行

为 470起，开展基层消防力量服务指

导工作380余场。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推进基层消防治理

体系建设，筑牢末端消防安全堡垒，

依托以乡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和消防

工作站为主体的基层消防监管队

伍，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志愿消防

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基础消防设施

水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力度，为群众安全生

产提供坚实保障。

文/图 青海法治报·法眼记者 陈雪薇

青海消防多举措护航春耕生产

给群众普及春季火灾防范知识给群众普及春季火灾防范知识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期，全

省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

忙景象。根据近期农牧区火灾高

发、频发实际，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

及时研判、部署春耕期间消防安全

护航行动，通过隐患排查、普法宣

传、执法督导等举措，为春耕生产织

密织牢“防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