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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团工委致力于青年志
愿服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党建带团
建，结合主题党日开展主题团
日，深入了解群众需求，真抓
实干解决群众困难，带领青年
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
断增强本领，充分发挥青年作
为党的后备力量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邹昌义 杨 漾

在云南红河岸边的国境线
上，有很多这样的执勤点：一顶帐
篷、一间简易房、一把塑料椅、一
面国旗、一个人——

“我已经看好了一家婚纱摄影店，等可

以回家了我们就去拍。”云南红河边境管理

支队河口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李舒凡一边在

电话里说着话，一边用手使劲向街对面的

楼房挥手。楼上的丈夫也一边听着电话，一

边挥手。他们这样交流已经 46 天了，每次，

他 们 都 看 不 清 对 方 的 脸 上 是 笑 容 还 是 泪

水。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

县，与越南老街市、谷柳市隔红河相望。从

2 月 16 日河口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

守住国门安全，河口强化了边境管控，群防

群治，24 小时开展人车查缉、边境沿线巡

逻。从那天至今，河口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

辅警全部集中在大队居住。

李舒凡的执勤点在 326 国道上的越南

城，马路对面就是她居住的小区，抬头能看

到家的阳台。在河口这个走着路就能回家

的边陲小城，和李舒凡一样，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许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我特别想告诉他，我是‘姐姐’”

326 国 道 是 河 口 县 的 交 通 要 道 ，每 天

来往车辆、人员络绎不绝。民警们分为两班

开展查缉工作。

接到大队的通知后，00 后辅警朱妍娟

骑着共享单车到达被划定为封控区的河口

农场执勤点，当时距离天亮还有 3 个小时，

4 套帐篷零件和 20 余个锥筒堆放在地上。

这是大家第一次搭帐篷，不同的卡扣与长

短不一的铁杆被排列组合了很多次，几十

斤原本冰冷的铁管被大家的手焐得温热。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推倒重来，终于在天亮

前将 4 顶帐篷搭建起来，锥筒和警戒带也

摆放到位。

早上 8 点，居民陆续排长队等待检测

核酸。“多久解封？”“做几次核酸？”“有急

事需要出小区怎么办？”“还能收快递吗？”

大家提出各种疑问，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工

作者、志愿者、民警、辅警穿梭在队伍前后，

维护秩序、解答问题。因为戴着口罩，朱妍

娟怕声音太小没法让群众听清，便提高音

量、加大嗓门、一遍又一遍提醒，甚至喊破

了音；每天执勤期间，她都不敢喝水，怕上

厕所离 开 岗 位 。工 作 时 间 越 长 ，身 上 的 防

护 服 就 显 得 越 重 ，饥 饿 感 也 越 强 。但 大 家

吃 起 饭 来 ，都 是 狼 吞 虎 咽 ，吃 完 后 赶 快 回

到岗位上。

一名在小区隔离的男孩，从楼上对她

喊：“警察叔叔，你辛苦了！”

“我特别想告诉他，我是‘姐姐’。”朱妍

娟说。

距离朱妍娟不远处的路口及小区入口

处，民警马开福带着 10 人的执勤组值守在

那里，他们分成两组，12 个小时两班倒，维

护 现 场 秩 序、排 查 周 边 环 境、搬 运 分 发 物

资、消毒杀菌等。一辆警车和一顶帐篷就是

他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集体宿舍”。在

堆满了防疫物资和储备食物的警车和帐篷

里，他们只能在两侧椅子上休息，人少时就

躺着，人多的时候就互相靠着，洗头洗脸刮

胡子就用马路边水龙头里的水。

后来，有 5 个人调到其他执勤点，“宿

舍”宽敞了起来。马开福把帐篷让给了 4 名

女 同 事，自 己 将 行 军 床 搬 到 警 车 里 。晚 上

冷，空气潮湿，警车四处透风，穿着衣服裹

着被子的马开福常常被冻醒。

“和车里相比，我觉得还是帐篷暖和。”

辅警胡方吉和其他 3 名女性挤在帐篷里 3
张行军床上睡觉，遇上下雨的夜晚，被褥变

得又湿又冷。

“我们是移动的核酸采集站”

雨天对于戍边的人来说更加艰难。

河口国境线长 193 公里，外防新冠肺

炎疫情输入压力巨大。在红河岸边八一码

头沿线，可以看见多个这样的执勤点：一顶

帐篷、一间简易房、一把塑料椅、一面国旗、

一个人。

执勤的辅警 24 小时换一次班。他们沿

河巡逻，检查铁丝网，观察河面动向。下雨

天，道 路 泥 泞 ，防 弹 服 和 防 护 服 被 汗 水 和

雨 水 浸 透 ；夜 晚 ，气 温 骤 降 ，河 面 刮 起 大

风，在帐篷里生火，白天捡来的柴变潮了，

要花二三十分钟才能把篝火点燃。即使休

息取暖，也不敢大意，要不时提起手电筒观

察江面。

当河口边境管理大队负责宣传的民警

来八一码头拍摄时，21 岁的李勇春对他们

说：“你们多拍一会儿，陪我说说话”“在这

里执勤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真的很孤独、

很难熬”。

在另一个执勤点，叶家鸿捡到了一只

流浪狗，给它取名“可乐 ”，执勤点轮值的

几名年轻辅警给“可乐”搭了窝棚，每天把

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它吃。“可乐”成了他们

的朋友，每天和他们一起执勤巡逻。“有了

‘可乐’的陪伴，我觉得没那么孤单了。”叶

家鸿说。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抵边岗亭的执勤

人员见到最多的人是 3 位负责采集核酸样

本的民警。

“ 边 境 线 上 的 执 勤 点 多 、距 离 远 ，我

们 是 一 个 移 动 的 核 酸 采 集 站 。”民 警 戴 继

军说。

每 天 登 上 采 集 车 ，从 驻 地 出 发 ，他 们

就 要 一 直 穿 梭 在 蜿 蜒 曲 折 的 边 境 线 上 。

“ 可 以 先 来 八 一 码 头 采 集 吗 ？一 会 儿 就 要

去巡逻 ”“等我们几分钟，马上走到点上 ”

“ 还 有 1 个 小 时 ，赶 快 把 样 本 送 来 ”。对 讲

机 里 响 个 不 停，戴 继 军 一 边 听 ，一 边 规 划

线路。

他们一天要去 30 多个点位，有的点位

车 开 不 进 去，只 能 骑 摩 托 车 或 者 步 行 ，有

时要争分夺秒，因为核酸样本的时效只有

4 个小时。

一次，戴继军和两位同事来到一个边

境派出所，对全员进行核酸采集，这是当天

最后一批采样人员。但两名前往一个偏远

抵边村寨的民警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焦急

地等待着，直到那两名民警回到派出所，戴

继军迅速为他们做了采集，跳上车一路往

回赶。“如果晚了一分钟，之前所有样本全

部白采了。”戴继军说。

让 抵 边 村 寨 的 老 百 姓 来 乡 上 做 核 酸

检测，坝洒边境派出所民警张光亮常年在

村里巡逻执勤、和村民熟悉的优势显现了

出来。

接到勤务安排后，张光亮驱车把县医

院 3 名医务人员接到坝洒乡，核酸检测通

宵进行。为让分散居住在周边村寨的村民

集合起来做核酸，张光亮和大家分头行动，

挨家挨户敲门。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

疾人，医务人员则上门检测。

很快，张光亮收到一份流调名单，名单

上大多是陌生人。张光亮用手机拨打一个

又一个电话，每次接通后，他都要报上警号

和工作单位，耐心解释，打消老百姓以为是

诈骗电话、不肯配合工作的顾虑。

傍晚时分，该吃晚饭了，张光亮在食堂

打包好盒饭送往各边境执勤点。他的妻子

也是所里的辅警，疫情以来，他们一家三口

就没在一起吃过一次饭。

“看着家人安心待在家里，我们又充满

能量继续站好每一班岗。”这是辅警陶赛男

写下的一句话。一天傍晚，想念她的父母开

车 到 她 的 执 勤 点 对 面 ，她 让 父 母 不 要 过

来。妈妈隔着马路问陶赛男：“吃饭了吗？”

然后又说，“想你了。”怕打扰陶赛男工作，

父母很快开车离去。目送着远去的车子，陶

赛男敬了一个礼，感谢不善言辞的父母对

她的理解。

“此时的不见，是为了疫情过后更好的

相见。”陶赛男说。

向家人挥手的 40 余天

云 南 省 昆 明 市 富 民 县 大 营

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卢志刘

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团委

副书记 国天石

作为大型能源央企团组织，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团
委始终聚焦“为党育人、服务大局、服务青年、作风
建设”开展工作，凝聚引领团员青年为清洁能源事业
贡献青春力量，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2022年，在建团100年之际，恰逢中国海油成立40周
年，我们将切实履行“引领凝聚、组织动员、联系服
务”的基本职责，团结带领青年，在蔚蓝的海疆、在
绵延的输气管线、在通明的发电厂，点燃青春的激
情，以“碧海丹心、能源报国”的志气、骨气和底
气，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曾有一位同学对我说，

我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检察

官。我说学法律很辛苦，当然也希望你能加

入我们的队伍。”当时，陈鹏宇以为这位同

学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高中毕业后，真

的考上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如今也成

为普法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90 后 陈 鹏 宇 是 重 庆 市 大 渡 口 区 人 民

检察院检察五部的一名干警，从事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 6 年，多次走进学校、社区进行

普法宣讲，颇受好评。“这位同学的选择对

我触动很大，让我感受到普法不仅是一堂

法治课，还可以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法治种

子，使他们也成为传递法治理念的人。”在

陈鹏宇看来，普法是一项有温度、有未来的

工作。更令她开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普法志愿者中来，成为一群朝气蓬

勃的普法轻骑兵。

“莎姐”团队

“莎姐”办公室副主任是陈鹏宇的另一

重身份。“莎姐”是重庆市检察机关青少年

维权岗 416 名检察官和 1531 名志愿者的代

称。“一开始‘莎姐’团队只有我们 22 名检

察官，后来大学生、教师、心理咨询师等都

陆续加入，其中有很多年轻身影。”

“莎姐”团队成立 18 年了，一直护航青

少年健康成长。说起“莎姐”团队，陈鹏宇如

数家珍：“莎”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

药，取其“治病救人”之意，与帮扶逆境中未

成年人的初衷相契合。女检察官王莎被许

多涉罪未成年人亲切地称为“莎姐”，在他

们眼中“莎姐 ”有亲和力、有安全感，于是

“莎姐”团队就这样叫开来。

法治宣讲团成立以来，共开展巡回宣

讲 500 余场次、受众 10 万余人次。团队年轻

人积极探索普法新渠道，录制普法微课堂、

制作“莎姐”手绘漫画书等，力争贴近年轻人。

一次普法过程中，有家长向陈鹏宇反

映，孩子所在的微信群、QQ 群出现淫秽视

频和图片。陈鹏宇和同事随即向大渡口区

公安分局移交案件线索，并及时开展立案

监督。

经查，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甄某共谋利

用网络发布淫秽视频链接，并通过诱导分

享从而获取广告流量费用，构成传播淫秽

物品罪。此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甄某、

周某某分别被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四

个月。

“青春船长”

当受众明白了一些事件背后的法律知

识，脸上浮现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时，高艳菲

会特别高兴。

00 后 高 艳 菲 是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文 法 学

部 法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大 一 时 ，她 加 入 学 校

“青春船长”普法团队，大二成为该团队负

责人。

“我们主要去社区和学生活动中心，受

众为社区居民和学生。”高艳菲他们经常会

讲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知识，

比如高空抛物伤人谁担责、“自甘风险”原

则等，有时也会设计抢答互动小游戏，小区

的人很感兴趣，参与度很高。

高艳菲的团队成员，大多是 00 后。每

次 普 法 前 大 伙 都 会 精 心 准 备 ，查 阅 大 量

资料。

近年来，大学生普法志愿者逐步成为

青年普法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用所学法

律知识，帮助老百姓解决身边烦心事，让法

律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95 后 侯 享 锦 关 注 到 农 民 工 被 拖 欠 工

资的事，萌生了当法官的想法，“想通过接

地气的普法，增强农民工这个群体运用法

律知识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

后来，他成为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的法律研究生，和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志愿

服务实践队，到石河子大学周边社区、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四十四团

等地开展普法活动，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儿。

青年普法志愿者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疆普法，普法前团

队特地走访了当地司法所，调研当地近几

年发案率比较高的案件，收集民众最关切

的法律问题。”侯享锦说，志愿服务实践队

到图木舒克市四十四团，共开展了 7 场普

法知识宣讲，当地老百姓十分感兴趣，300
余名群众参与。

“又喝多了！”一进门，妻子就看到喝得

酩酊大醉的丈夫。“喝多了，怎么了？你还敢

管我？”丈夫边说边拎起一旁的板凳，欲朝

妻子的头砸去。“同志，你这样会触犯反家

庭 暴 力 法 和 妇 女 权 益 保 护 法 ，请 立 即 住

手！”一位连队工作人员抢下了板凳。

这一幕，是志愿服务实践队在图木舒

克 市 四 十 四 团 十 八 连 演 绎 的 反 家 暴 情 景

剧。青年志愿者们用生动的故事向当地老

百姓讲解家庭暴力的概念、处理方式、预防

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如果屡次施暴会

受 到 什 么 惩 罚 ”“ 若 因 家 庭 暴 力 而 导 致 离

婚，是否可以提出赔偿”⋯⋯

志愿服务实践队带队老师冯洁说，为

讲透法条，一个 20 分钟的情景剧表演，志

愿者要下很大功夫反复练习。一些少数民

族志愿者担任翻译，在普法过程中解决语

言沟通问题。

出生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

县的冯洁是 80 后，现任石河子大学政法学

院党政办主任 。2003 年，石河子大学成立

法律援助中心，从本科生到教师，冯洁参与

普法工作长达 18 年。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包括指导老

师和普法志愿者近 100 人。冯洁感慨，如今

越 来 越 多 年 轻 人 加 入 青 年 普 法 志 愿 者 队

伍，这需要一份社会责任感

和 担 当 精 神 。“ 全 民 素 质 都

在提升，大家对法律知识需

求越来越强烈，青年普法志

愿者队伍愈发生机勃勃”。

有未来有温度的普法轻骑兵

今 年 1 月 ，沈 英 鑫

在 北 京 西 单 更 新 场 警

务 服 务 站 为 市 民 科 普

反诈知识。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尹希宁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青年民警沈

英鑫如今有了新的阵地：从今年 1月 10日

人民警察节开始，他担任副站长的西单更

新场警务服务站正式对外开放运行。

这是北京市第一个综合性警务服务

站 。在 这 间 面 积 182 平 方 米 的 服 务 站 ，

“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有了另一种直观的

呈现——大到反诈、国家安全教育的宣

传，小到提供一杯热茶、一个充电宝，都

是沈英鑫和同事们守在这里的意义。近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将温暖一平方直

播间带进西单更新场警务服务站，探访

发生在这里的温暖故事。

生 于 1993 年 的 沈 英 鑫 成 长 在 一 个

警察家庭。他的父亲沈金柱生前是原北

京市崇文分局刑警队侦查员。1996 年 1
月 3 日，32 岁的沈金柱在抓捕绑架案犯

罪嫌疑人时，被持刀案犯刺中左胸，壮烈

牺牲，同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他的母亲

也从事公安内勤工作。

刑警，是年轻人警察梦里最常出现

的警种。但是，沈英鑫的成长发生在另一

条 赛 道 上 。2015 年 至 今 ，沈 英 鑫 先 是 在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刑 事 侦 查 总 队 做 反 诈 民

警，劝阻、拦截、防止事主被骗；而后回到

西城分局天桥派出所，如今，他在警务服

务站工作。

“即使是偶然走进来坐一会儿歇歇，

我们也很欢迎。”沈英鑫说。在这里，市民

可以完成自助办理身份证、一键查询出

入境记录等 100 多项业务。除此之外，沈

英鑫遇到过手机坏了来求助的——一个

小姑娘打不开健康宝，也没现金，他陪着

对方处理到半夜；同事还遇到过因为租

房合同的问题拿不到退费的。有些工作

并不属于公安职责范围，但是在沈英鑫

和同事眼里，穿着这身警服，大家觉得你

亲近，再小的事儿也不能不管。

在来到警务服务站工作之前，沈英

鑫在天桥派出所做过社区民警，身兼打

击办案的工作。这个“小年轻”刚来到社

区时，也要历经年轻社区民警普遍会碰

到的问题：如何让辖区里的居民对一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警察产生信赖感。

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辖区里

老楼不少，有一户人家是老夫妻二人住

在二层，一层是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便利

店。夜深人静的时候，老楼隔音不好的问

题特别突出，冰柜的响声都会干扰两位

老人的睡眠。这件小事却不好解决：商户

是合法合规经营，老人想睡得好也是正

当诉求，两边都没错，警察如何调解？

“多方协调”，沈英鑫用了这四个字。

为了一桩扰民事件，他从大爷大妈到他们

的儿子，从便利店店员、经理找到区域经理

甚至对方公司的老总，全都接触过多次。最

终取得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大爷大妈

还专程到派出所给他送了一面锦旗。

沈英鑫收到过很多面锦旗，每一面

背后都是一段故事。过去，父亲穿着警服

打击犯罪、抓捕罪犯；现在，他穿着这身

警 服 帮 居 民 解 决 生 活 里 遇 到 的 各 类 难

题。看似琐碎，但是在沈英鑫心里，成就

感是不分高下的。

沈英鑫说：“当老人布满褶皱的手抓

着你的手的时候，那种满足感是没法替

代的。”

一位老民警曾经对沈英鑫说过，打击

办案和进社区是警察的两条腿，都是对年

轻警察很好的锻炼，哪条腿都不能断。

在一些时刻，沈英鑫和父亲的身影

是 重 叠 的 。母 亲 很 支 持 他 从 警 。对 他 来

说，有关警察办案的危险只是最开始会

有“转念的一想”，“后来也就没有再考虑

这种事了”。从实习时开始，沈英鑫就看

着警队里的大哥顶着黑眼圈抓赌博，一

群人一起抓捕，这位大哥第一个冲上去。

他在车里短短的一句话，让沈英鑫记到

现在。他说：“总得有人第一个上。”

刚到正式岗位上没多久，在一次抓

捕任务中，沈英鑫直接追着嫌疑人横穿

了一条六车道的宽阔马路。回到所里，沈

英鑫被师傅说了一顿。那是他在工作中

第一次感觉到，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沈英鑫跟当下很多年轻人一样，很

“佛”，休息时就躺一躺，带带孩子，偶尔

玩两把手游，平衡一下紧张的工作，嘴上

不怎么提情怀，讲的都是日子。但一出现

场，他从来不马虎。

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 1 次、优秀公

务员 3 次、个人嘉奖 3 次、北京市公安局

优秀团干、西城公安分局青年榜样、“红

墙卫士”称号，他也是西城区的青年之星

和政法楷模，之前工作的社区也被首都精

神 文 明 委 员 会 评 为“ 沈 英 鑫 志 愿 服 务

岗”⋯⋯一系列荣誉默默地证明了这身警

服在沈英鑫心中的地位。

有一次，沈英鑫遇到了歹徒持刀。后

来有人问他，你不害怕吗？沈英鑫说，现

场旁边都是老百姓，警察不先上，让居民

怎 么 办 ？“ 警 察 就 是 要 冲 在 老 百 姓 的 前

面，这是你对这身警服的责任。”

新岗位也给沈英鑫带来新思考。在

包 括 他 父 亲 在 内 的 一 代 代 警 察 的 努 力

下，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的工作要继续，但另一方面，新时代对

警察也有新要求。沈英鑫在工作中感受

到，更加强化为民服务的观念，执法更加

规范化，也是身为警察的“必修课”。

为了在警务服务站做好反诈、国家

安全教育等各类宣传，站里的青年民警经

历了一次次专业培训。这是一项全新的挑

战——他们要在一条更长期、艰巨的观念

“战线”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与父亲

工作在不同的阵地上，沈英鑫与父亲一

样，捍卫的永远是人民的利益。

两身警服，一片阵地

从 2 月 16 日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为守住国门安全，河口强化了边境管控，群防群治，24 小时开展人车查缉、边境沿线巡逻。 红河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