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基伟很忙，每天很少能见到他的

身影。而他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每

一个案件现场，办起案来却似乎总不知

道疲倦一样。所以工作上的事情，总能

被他说得栩栩如生。从“一村（格）一警”

建设到“小山沟石料厂私制炸药案”，再

到“货车柴油被盗案”，秦基伟干得很漂

亮，始终能保持群众零投诉、执法零过

错、工作零违纪的好评状态。

2016年，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秦

基伟被借调到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

基层中队和“一村(格)一警”建设工作。

面对全省倒数第一的严峻局面，敢挑重

担的秦基伟不畏艰难，立即进入工作状

态。他先后 6次主动带着工作问题、难

题去省厅汇报，寻求解决办法。经过多

方努力，市综治办出台“一村（格）一警”

文件，推进警务室建设、民警专职化建

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创立《汝州市

“一村一警”工作简报》专刊，全方位安

排部署“一村一警”工作，在原有 95个

警务室 364个警务工作站的基础上，创

新建设特色标准化警务室 10个、警务

站 4个，短短半年之后跃升为全省第

一，引得全省关注。

2016年涉爆危险品排查中，按群

众举报线索，治安大队配合机动中队在

天瑞小山沟采石场当场查获私制炸药、

自制炸药 70袋，共计 2274.9公斤，目

前该案已逮捕 10人、移送起诉 8人。

在“打防盗抢骗”专项行动中，秦基

伟带领民警不顾高温酷暑，克服重重困

难，经过 1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

破一个专门盗窃货车柴油的 4 人犯罪

团伙，并将其悉数抓获，附带侦破盗抢

案件 14起，为群众挽回损失 6万余元。

该起案件被《大河报》、河南电视台都市

频道、大河网、凤凰网、搜狐网等多家媒

体报道和转载。

哪里有困难，就冲锋在哪里。2017

年 3月，秦基伟被组织安排推动“一标

三实”信息采集录入工作。接受任务后，

他主动协调国土局、民政局、地税局等

相关单位收集相关信息，并组织全市

20个派出所召开“一标三实”信息采集

录入业务培训 40余次。为确保该项工

作的有序开展，秦基伟积极协调市委、

市政府“两办”出台下发《汝州市“一标

三实”基础信息大采集暨标准地址二维

码管理和门楼牌换发工作实施方案》，

我市“一标三实”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因

此获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

坚持情为民所系，把人民群众的满

意作为衡量自身工作的重要标准，真心

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繁忙的

工作间隙，对人民群众有着深深感情的

秦基伟经常走访基层，了解群众疾苦，

开展慰问帮扶活动，深得辖区党委和群

众好评。

对工作高度负责，干事情雷厉风

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挑重担。秦

基伟，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民警，用自

己忙忙碌碌而又快乐的工作践行着“拼

搏、奉献、忠诚、为民”的公安精神，也铸

就了自己闪光的金色盾牌。

郭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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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是啥样子？有人会

说，他们是身穿橙色厚重防火

服，抬着水枪第一时间奔赴火

场灭火的后生；也有人说，他

们是烈日下，汗流浃背仍用双

手小心翼翼拯救出被困人员

的小年轻。是的，这些都是消

防战士的样子。但今天记者采

访的却跟上述的传统消防员

形象有些不一样，因为他是一

名消防参谋。

李新超生于 1983 年，

2009 年 6 月入伍以来先后荣

立个人三等功 2次，荣获全国

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共产党员、

河南省消防总队优秀共产党

员、平顶山市优秀共产党员等

多个称号。

作为大队防火参谋，培

训、检查、督促一系列消防专

项行动就构成了他工作的全

部。他坚持每日一查制度，不

知疲倦、不厌其烦地深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各类场所督促检查指导工

作，严力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并及时提出整改办法和防范措施，不让任何违

法违规行为从眼皮底下“溜掉”。在深入辖区单位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他

始终坚持严格把关、文明执法，努力在提高服务质量上动脑筋、想实招，始

终坚持为群众服务的方向，真正把执法为民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过去一年

里他累计参与排查社会单位 2192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4974处，查封单

位 42家，行政拘留 6人，执法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明显提升，社会消防安全

环境显著改善。

“在检查中，有些人会有各种不理解和抱怨，我觉得消防检查最重要的

是执法人的态度，你不能高高在上，老百姓不吃那一套，那样效果甚微，如

果你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用和蔼的语气给他们指出危险的、不合格的

地方以及放任下去会有什么影响等等，讲清楚了老百姓就乐意配合，效果

反而很好。”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工作中，很多人在接受了他的宣讲之后，

对隐患进行了认真整改，或将消防安全知识记在了心头。

消防监督工作涉及面很广，规范不熟、业务不精，理论和实际脱钩，就

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既谈不上履行好监督的职能，也不能为企业排忧解难，

更不能为百姓提供优质服务。没有了监督与服务，防火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为此，李新超不断加强对新法规、新技术、新产品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在同事眼中，李新超是个谦虚好学，业务能力素质都杠杠的人，这都

得益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同时，在每一次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上，李新超都结合真实案例，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阐述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及提升消防意识的重要性，从火灾的

危害、常见火灾的起因，发生火灾时如何报警、灭火、逃生和灭火器的使用等方面进行讲

解，特别是对引发火灾的预防措施进行了详细讲解。据不完全统计，李新超累计深入各企

事业单位、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娱乐场所、中小学校举办消防知识培训 60余场次，直接接

受消防宣传教育人数达 8000余人。 陈晶

1985 年出生的李晨光，

2010年毕业于渤海大学文理学

院文法系法学专业，通过河南

省公务员考试进入市司法局工

作。现任陵头镇司法所所长兼

社区矫正专管员，2014 年陵头

镇司法所在他的管理下创建成

为“河南省规范化司法所”。

李晨光的妻子马俊磊也在

司法局工作。刚参加工作时，他

住在基层所里的宿舍，妻子住

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只有周末

才能团聚。在单位，他们是人人

称赞的工作模范型夫妻。

2012年 6月，李晨光的女

儿出生，当时社区矫正工作刚

刚起步，正处于紧张的探索学

习阶段，服刑人员对此都有很

大的抵触情绪，管理上存在较

大难题。李晨光担心请假后对

服刑人员的管理突然松弛下

来，之前半年的努力将会付之

东流，妻子安慰他：“家里有我呢，我会把咱们的女儿照顾得很好，你安心工

作吧！”听到妻子这样说，他怀着对妻女的愧疚回到工作岗位。

2016年，李晨光的母亲做心脏搭桥手术，他却因为工作没能陪在母亲

身边，每天只能通过电话了解母亲的身体情况。第二年春天，母亲又被检测

出乳腺肿块，需要到省肿瘤医院做手术。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一边是放不下

的工作，两头他都割舍不了。当局领导无意得知他的情况后，立即给他批假

让他回去照顾母亲，可是母亲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放不下工作的他就又偷

偷跑去山里“看望”他的社区服刑人员。

陵头镇地处山区，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都是因为穷才走上犯罪之路。

但是经过司法所的矫正之后，人人都变得懂法守法，淳朴的乡风民俗得以

重新回归，因此大家对司法所充满感激。由李晨光管理过的 100多名社区

服刑人员，很多在期满后还会时常到司法所坐坐，找他谈谈心、说说话，和

他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社区服刑人员潘某，在北京打工时过失致人死亡，被判缓刑。经过法院

判决，潘某需赔偿死者家属 8万元，分 3年还清。潘某本就家境贫寒，无力

赔偿，由于无法外出打工，想和妻子一起做些小生意却又没有资本，家中愁

云惨淡。走访中，李晨光得知了他家的情况，马上拿出自己仅有的 6000元

存款，借给潘某渡过难关。潘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李所长，你真是

比亲人还亲，真不知该咋感谢你。”正是由于李晨光对社区矫正对象坚持不

懈的关怀和引导，潘某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拥有了自己的店面，生活重新充

满了希望。

这就是李晨光。六年来，他的私家车在山路上开了 18万公里，报废了

1辆车，跑坏了 12个轮胎。100多个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工作、生活情况

他都了然于心。他说：“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让每一个服刑人员都能懂法守

法，同时带动身边的人学法懂法守法，我的目标是每年辖区的社区服刑人

员总数都能减少，直到这个数字变成 0。” 吴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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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好儿郎”秦基伟

和犯罪嫌疑人搏斗时，他考虑的

是会不会伤及无辜；制伏犯罪嫌疑人

后，他担心的是战友是否安全；面对形

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他大智大勇；看

到群众受苦难，他总想竭力帮一把。从

警 20多年来，他摸爬滚打战斗在基层，

用忠诚和奉献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他

就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党总支副书记

崔伟峰。

参加公安刑侦工作以来，崔伟峰

始终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

想，积极投身公安部、省公安厅统一

部署的一系列攻坚战和各项重心工

作，时刻冲锋在侦查破案、刑事打击

的最前沿，相继破获了一批大案要

案，先后荣获“平顶山五一劳动奖章”

“汝州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卫士”

“汝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平顶山市优

秀刑事侦查员”“平顶山市打黑除恶

先进个人”“汝州市综合治理先进工

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荣立个人

三等功。

2016年 8月，市民巩某报案称其

进行天然气网上现货交易时入金 105

万元，亏损 102万元。面对损失惨重的

受害人，崔伟峰以公安内网为平台，向

外省兄弟单位学习侦破该类案件的经

验。2016年中秋节期间，崔伟峰放弃休

假，到福建省福州市对嫌疑人所在地进

行外围调查，初步摸清了犯罪嫌疑人聚

集的大致区城。后又赶赴长沙对涉案的

投资平台进行调查取证。在获取了大量

证据的前提下，2017年 3月份，崔伟峰

将 500余页的证据材料向公安局法制

室汇报，积极同检察院、法院沟通，后又

向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法制总队汇报，

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对该案进行初步审

查，认为该案立诈骗案件定性准确，引

用法条适当。2017年 8月 20日至 9月

2日，市公安局派出专案组到福建省福

州市进行抓捕，崔伟峰 24小时常驻办

公室，随时提供线索、证据支持前线民

警，短短 12天时间内，将犯罪嫌疑人全

部抓捕归案。至此，这个特大网络诈骗

团伙的上线、非法交易平台，一个利用

天然气软件进行诈骗的特大犯罪团伙

被警方一网打尽。目前该案 81人已移

送起诉至市检察院。

2018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

王寨乡某村现任村支部副书记被 4名

不明身份男子蒙面持钢管、砍刀在自家

门口打伤，双腿被砍骨折，该案发生后

引起了省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关

注，市公安局副局长朱万钦第一时间带

领崔伟峰及网安技侦、技术法医赶赴现

场开展侦破工作，通过大数据分析及视

频侦查等手段奋战 16天，最终锁定以

张某钦、赵某为首，王某鹏、胡某涛为骨

干的一个犯罪团伙，并将其团伙涉案人

员一一抓获。

在围绕公安部、省公安厅三打击一

整治专项工作的同时，2017年，崔伟峰

累计办理行政、刑事案件 470余起，抓

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150余人，公诉各类

特大刑事犯罪人员 140余人，为全市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莉燕

崔伟峰：一片丹心铸警魂

在繁华绚烂的十字街头，在车水

马龙的主干道，无论是寒风刺骨的冬

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日，他用爱岗

敬业来回馈日晒雨淋，用智慧创新来

解决交通难题，用坚守责任来疏通道

路拥堵，用牺牲小我来服务群众。他

叫杨冰———市公安交警大队案件侦

办中队负责人。

今年 30岁的杨冰，2010年毕业于

河南警察学院，2011年 12月考入我市

公安交警大队，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们

都叫他“工作狂”。

在事故科工作时期，为破获 2014

年赵某某交通肇事案，杨冰亲自骑着

肇事三轮车，在 10公里的路段一点点

实验，计算时间，并调查沿途 10 公里

的监控来推算时间。2013年，马某某交

通肇事逃逸案，杨冰仅通过一块汽车

碎片，走访了我市所有的修理厂，最后

锁定车型。随后，又调取市区内所有卡

口照片 3万余张，一张张筛选，最终锁

定嫌疑人。凭借着平时积累的扎实基

本功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杨冰在事故

处理工作中，没有发生一起涉法涉诉

案件，重大逃逸案件侦破率达到 100%。

为加大对“危险驾驶罪”的打击

力度，2017 年 5 月，我市交警大队经

过层层选拔，从一线民警中挑选出 9

名办案能手成立案件侦办中队，主要

负责送检、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移送

起诉。杨冰任负责人，在案件侦办中

队成立初期及工作开展中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

刚上任时，杨冰深知这个岗位的

重要性和责任重大，每天加班学习业

务知识及相关资料，多次跑到上级公

安机关去学习取经，把握要点和办案

的技巧，力求把要点刻在脑子里并做

到活学活用。执法期间，因为夜间查处

酒驾案件多，办理程序复杂，杨冰经常

到家都是夜里 11点以后。

自案件侦办中队成立以来，杨冰

带领中队民警专职负责刑事类案件侦

办、行政类案件的打击处理工作，使我

市的交通管理执法办案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专业化，大大提高了办案效

率。2017年，我市全年共查处酒驾 714

起，其中饮酒驾驶 547起，醉酒驾驶

167起，醉酒驾驶查处数是 2016年的 4

倍多，全年我市没有发生一起死亡 3

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大保障了

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性。

但这个“工作狂”在面对家人时却

充满愧疚。2016年 3月 30日早上，因

为一起醉驾案件，杨冰正带着队员在

陵头镇调查取证。此时，家里打来电话

告诉他妻子即将临盆，已经送进医院

待产，让他赶紧到医院去。但他并没有

立刻赶去医院，而是选择继续办理案

件。中午 11点 40分，当杨冰把工作完

成后赶到产房门口没多久，孩子就出

生了。

多年来，杨冰正是用这份执着和

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在工作中屡屡

破获交通肇事逃逸案和酒后驾驶、无

牌无证等各类交通违法案件。选择了

高山就要经历坎坷，选择了大海就要

面对波澜，杨冰说：“我选择了从警，就

是选择了忠诚，选择了责任。我知道从

此我将风雨兼程与辛苦为伴，但我无

怨无悔！”

宋乐义

杨冰：选择了从警，就选择了责任

中间为秦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