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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力量量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始终有一群“守护天使”默默陪伴在我们身边，冲锋

陷阵、排忧解难，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铸起一道道坚固防线，为这座城市注入无限暖意。这是一
种感动的力量。让我们向这些“最温暖的人”，致敬。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民警魏建力

警营科学家
本报记者 张程伟

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科医生张盼

白衣执甲 勇往直前
本报记者 张程伟

今年 9 月的一个晚上，一通急促的 110 电
话，惊醒了值班民警，电话那头，一个 12岁的女
孩带着哭腔求助：妈妈抛下自己和 10岁的弟弟
不见了，还留下了遗书。

怎么找？上哪儿找？一般人碰到这种事立
马就蒙了。但民警魏建力接案后，立即启动警
务信息人员查找机制，不到5分钟就取得了一条
关键线索：这位母亲在前一天曾反复出现在一
座大桥上。魏建力当即判断：她很有可能选择
在那儿跳河。

一线巡逻车组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往现场，
果然，那名失踪母亲就在桥边徘徊，正准备跳
河，民警扑上去，成功将她劝阻下来。魏建力通
过视频监控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顺利化险，
长舒一口气：“孩子不用失去母亲了。”他用科技

“拯救”了一个家庭。
这关键五分钟突破了“大海捞针”式的传

统寻人模式，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两年多
来，魏建力已先后协助找回走失人员 1200
余人次。

“95后”的魏建力是北京市公安
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民
警。在他眼中，“城市像人体
一样，有其吐纳呼吸的韵
律、脉搏起伏的节奏
和机体运行的规
律。”这位戴
着眼镜看
起 来
像

大学生的青年警务科技工作者，可是位不折不
扣的“学霸”，16 岁上大学、24 岁成为全局最年
轻的高级工程师，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5 项，工作中自学考取了清华大学
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魏建力将高大上的
系统、模型转化成基层民警“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一用就灵”的小工具、小方法，让大家想用、
爱用。

如今，他和警务支援支队的战友们一起，运
用系统工程思维，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
孪生技术，为城市构筑起一个庞大的“视觉中
枢”，打通城市安全运行的“感知神经”，让城市
多维感知能力提升500%以上。

科技手段服务实战已经颠覆性地改变了
传统的警务模式。两年来，魏建力带领团队
直接利用科技手段抓获犯罪嫌疑人 2600 余
人，提供各类有效线索 6000 余条，破获案件

1200余起。
他的信念就是“要隔着屏幕当

好战友的坚强后盾”，用警务
科技的力量给城市

以 安 全 的 温
暖底色。

32岁的张盼，在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
工作10年了。作为社区科医生，宋庄镇29个自然
村的居民都是她的服务对象。

12 月 19 日是个晴朗的周日。张盼一早到单
位值班，刚坐下，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平
静。“有人员核酸检测样本有阳性反应。”通州区疾
控中心的通知内容让她瞬间一激灵。

汇报、准备防护设备、装好采样物资，张盼迅
速进入状态。“疫情以来，我们面对多次考验，平时
还有演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让张盼有条不
紊的底气还来自于，她清楚：战友们马上会集结支
援。疫情发生以来，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
了一条规定：一旦发生疫情，相关人员必须 20分
钟内到达单位。“抗击疫情就是和时间赛跑！”

备班的防保科科长从家中急忙赶来，配合默
契的两人穿着防护服直奔宋庄镇小堡村华卿画
室。从接到电话通知到赶到现场，她们仅用了20
分钟。“没什么害怕的，我们是医生，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谈起直面新冠阳性病
例的感受，张盼说当时想得最多
的就是“采样”。鼻咽拭子
采集和环境采样一
定要做到位，
千 万 不

能遗漏。
从 19日至今，她和战友们始终奋战在一线。

整理采样样品、数据审核、任务分解、支援一线采
样……每天吃饭都是跟着采样时间走。“样品有
时效性，每次样品送回，我们都要抓紧完成整理
登记，保证最快时间送出。”吃饭只能“插空”。“我
们中心在小堡村南，距离村口只有五六百米。战
疫中，全中心 130多人不分一线、二线，在保证日
常门诊的同时轮班上！”张盼说。

12月 25日晚寒潮降温，天寒地冻。她和同
事从晚上 8 点开始，赶到距离宋庄镇中心最远
的翟里村入户采样。当晚要采完 200 多户、近
300 个样本。防护服里不能穿太多衣服，就靠
暖宝宝贴身取暖，但双手只能戴两层橡胶手
套，张盼冻得手指僵硬。“我们放在后备厢的
84 消毒液都冻上了，喷出来的消毒液立刻就能
化成冰渣，滴水成冰。”

看她们如此辛苦，居民也心疼。入户
时，几乎家家递上热水，想让她们暖和暖

和 ，“ 虽 然 没 法 喝，但心里还是超暖
的。”让张盼感动的还有华卿画室的

同学们。六七幅通过微信转来的
画 作 ，描 绘 出 张 盼 和 同 事 采

样、集结、准备物资等场景，
虽 然 穿 着 防 护 服 都 是相

似的“大白”，但大家还
是 开 心 地 从体型、身

高中寻找自己的影
子 。 画 里 ，天 使

们 白 衣 执 甲 、
勇往直前。

“不要怕，跟我上！”话音刚落，他手持水枪，第一个冲进火海。
库房的火焰翻卷着向外喷出，伴随着噼啪的爆炸声，空呼面罩下的
他沉着冷静，丝毫没有畏惧。

他是通州区马驹桥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副班长王刚刚。今年
1月21日，于家务乡深圳华鹏飞物流公司发生火灾。接到火警时，
中队的晚饭刚做好，王刚刚和队员们没来得及吃一口，换上战斗服
直奔现场。

火光冲天，北侧面积约 3600平方米的仓库在猛烈燃烧，火魔
在肆意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王刚刚的班组接到的任务是堵截库房
东南角火势。“不要怕，跟我上！”他大喊一声，第一个冲进火场，带
领车组号员迅速铺设了两支水枪，占领南侧库房消火栓供水。

水枪阵地一步步推进，一点点向前。在高压水柱的轮番进攻
下，火势越来越小，被成功压制在仓库内。经过连续6个小时的奋
战，大火终于被全部熄灭。此时，已是午夜12点。

正值寒冬腊月，室外温度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内攻的时候，
感觉身上很热，火一扑灭，面罩、战斗服、手套上的水全都结成了
冰，手套都脱不下来，用蒸气加热一下才行。”走出火场，王刚刚和
队员们极度疲惫，中队送来了盒饭，他们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又累又困，扒拉了几口，有人捧着饭盒就睡着了。

王刚刚今年才 23 岁，别看年纪小，“战功”可不少。加入消
防队伍六年来，他累计处置 1200 余起灭火抢险救援警情，拯救
被困群众 60 余名，曾荣获部局嘉奖一次、总队嘉奖一次、支队嘉
奖一次。

训练场上，他永远是最能吃苦的那一个，作为队站体能尖子，
每次总队、支队组织的各项比武考核，他都踊跃报名，积极参赛，
多次取得优异成绩。他勤奋好学，常常与老班长探讨训练方法，
为新队员积极传授经验。工作上，作为主战车车长，他带领车组
人员对辖区交通和道路进行全面了解，定期对辖区物流园、小区、
工厂企业开展灭火作战“六熟悉”，积极协助干部完成好各项工作，
充分发挥班长的桥梁纽带作用，使队伍管理教育和执勤训练工作
有条不紊。

在平凡的岗位上，王刚刚把青春和热血注入红门，在一次次的
灭火救援中磨砺成长，展现热血男儿的价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谱写了青春的赞歌。

社工不是“闲人马大姐”，社工是什么？
北苑街道西关社区门口挂着三块牌子：社区总支部委员会、社

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虽然说起来有三个部门，但执行具体事务
的是一套班子，这套班子就是社区工作者，简称“社工”。党总支书
记马杰，是这套班子的“掌舵人”。

与公安 110 实时联动，消防部门安全管理、城管城建的危房排
查、社区卫生知识宣传、解决邻里纠纷……西关社区新老小区共存，
19 栋楼房、48 户平房，2000 多户、5000多人。管好这个“家”千头万
绪，大事小情都要干。作为北苑街道最年轻的一批社区党总支书记，
1989年出生的马杰已扎根社区11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通州榜
样的“双料书记”，荣誉的背后是他为居民劳心劳力撑起的一片天。

“今年最后一批小微提升项目申报要持续跟进，这是惠民的好
政策！”“商圈安装的北京政务服务功能一体机能够让企业少跑腿、
不排队，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通惠南路 29号院路面修补正在施
工，我去现场看看。”……一大早，马杰便布置起来，桩桩件件有条不
紊，“都在我心里记着账呢！”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马杰有着一颗

“绣花”心。
近日，在通惠南路 33号院，崭新的 58个电表箱装在两栋楼 116

户居民家门口。这可是个困扰了居民十多年的“心病”：之前院里电表
箱持续工作了30余年。箱门破损严重，电闸暴露在外，居民提心吊胆。
但更换不容易，小区无产权单位，谁出资谁出力？“要不联系点对点帮扶
单位试试？”转进几回“死胡同”后，马杰试着挖掘资源，最终在帮扶单
位协助下，资金问题有了着落，电表箱隐患终于迎刃而解。

马杰坦言：“老百姓的要求不能以一句‘不归我们这儿管’来拒
绝。社区治理‘借东风’，就是打通更多力量、更多资源下沉的渠道，
多元共治为民谋福。”

2020年，通州区启动了“小微项目惠民生工程”，马杰喜上眉梢，
立刻梳理盘点辖区情况，“老旧小区要改造的地方太多了。”他心里
的“民情账本”又翻开了，楼道内改造破损墙面约1137.3㎡，楼梯踏步
修补 878㎡，破损道路修补 1285.36㎡，增设太阳能路灯 10盏……他
将居民反映强烈的改造内容按轻重缓急划分，设立小项，先后申报
了22个项目，分批审报，大大提高了审批通过率。

在马杰的带领下，西关社区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北
京市老年友好型社区、通州区充分就业示范社区。他个人也获评
2019-2020年度接诉即办先进个人、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2021年
北京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

熟悉马杰的西关社区居民李凤芝说：“几乎没有他不懂的地方，
从户籍管理、缴纳水费到卫生医疗，我们关心的问题他都能答上
来。他是我们的好书记，更是我们的当家人。”

“站稳扶好，快关电梯！”随着叫声，一道黄色的身影快速跑
上前去。在环球度假区地铁站，一位老人乘上行扶梯时没站住，
不慎向后翻仰，文明引导员潘会芸和同事飞奔过去，冲上电梯从后
方托住老人的头。所幸，救护及时，老人并未受伤。这样的突发情
况在潘会芸的日常值守中没少碰见，每次，她都跑在第一个。

一句问候、一次挥旗、一天的引导，62岁的潘会芸穿着她最
爱的柠檬黄队服，一天天守护在城市的人群中。作为一名普通
的公共文明引导员，她的工作难度不大，却感动了无数素不相
识的人，用鲜红的小旗描绘着多彩的人生，用温暖的话语述说
着文明引导的光荣与梦想。

在地铁七号线环球度假区站区，记者见到了潘大姐。她嗓
门高、语速快，正面带微笑引导着候车的乘客排队，向遵守秩序的
市民说着“谢谢”“给您点赞”。这已经是潘会芸坚守岗位的第十
个年头，如今，她不仅是一名引导员，还是“文旅中队”的队长。

2012年，潘会芸应征成为一名“文明引导员”。刚工作没多
久，她就发现，想要干好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并非易事。“最难
的并不是风吹日晒雨淋的工作环境，而是部分乘客不配合的态
度。”但潘会芸并不气馁，反而琢磨了很多帮助人的小妙招。比
如她每天都会在包里备些创可贴、纸巾、热水、糖块、感冒药等
应急物品，为需要的市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次，在土桥地铁站值勤时，潘大姐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回头一看，一位年轻女子脸朝下摔倒在车厢内。当时乘客正在
上车，为了避免女孩受到二次伤害，她急忙过去帮忙，询问之下
发现对方意识清醒，排除了突发疾病的可能后她赶紧把女孩搀
扶起来。女孩眉骨磕伤血流不止，她一边为其送上纸巾止血，
一边搀扶她出站去医院，又帮着她挂号排队，直到家属赶来，才
放心离开。

“太谢谢阿姨了，现在我只要从十字路口经过，看到文明引
导员就像见到家人一样亲切。”女孩伤好后，特意打电话到队里
赞扬潘会芸的“热心肠”。

今年初，为了迎接环球影城的开园，潘会芸又奔赴新岗位，
带领“文旅中队”在地铁七号线环球度假区站区开展文明引导。

潘会芸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地铁站里不少原本只看手机
的年轻人听到提示开始抬头，“听话”地收起手机，注意脚下电
梯。也有行色匆匆的赶路人慢下脚步，冲着“柠檬黄”们来句

“您真棒！”每当此时，潘会芸嘴角扬起，眼里都带着微笑。

通州区马驹桥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副
班长王刚刚

迎战火魔的“尖刀”
本报记者 陈施君

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杰

一本账解百家愁
本报记者 柴福娟

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文旅中队
队长潘会芸

“柠檬黄”守护在身边
本报记者 刘薇

华 卿 画 室华 卿 画 室
学生用画笔定学生用画笔定
格张盼和同事格张盼和同事
们的工作场景们的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