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新华每日电讯·6 版

本报记者陈国洲

有居民“偷走”他公示栏里的照片，贴在自
家墙上教育孩子；突发疾病的老奶奶掏出积攒
多年的 20 多万元存折，毫不犹豫交给他保
管……

他没有破过什么大案要案，也没有沉甸甸
的奖章，却用 25 年的琐碎工作，获得了一份任
何奖章都换不来的特殊“荣誉”：走在社区梯坎
上，几乎人人认得他“高户籍”；他所在的社区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 100% ……

他，就是高万禄，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
所嘉西村社区的一名普通社区民警。

七旬老人执意让他保管 20 万

养老钱

高万禄今年 57岁，1993 年从部队退伍后
就在上清寺派出所当上了户籍警。“当时总听岳
母夸社区里的一个民警，说对人多么和蔼，帮了
多少人忙。我就想我的工作也应该让人记住。”
高万禄说。

25 年后，高万禄的愿望实现了。走在上清
寺街道嘉西村社区坡坡坎坎的巷道里，不断有
人跟高万禄打招呼，好像所有人都认识他。

“高户籍来啦！嗨！我都没搞清楚，你给我妈
吃了啥，她连我都不信，就信你这把‘药’。”社区
居民瞿德全看见高万禄走来，远远就喊。

“说明什么？说明你和你妈聊天少了！”高万
禄拉着瞿德全哈哈大笑，提醒他多陪老人说说
话。

25 年间，这条不长的街巷高万禄不知走了
多少遍，“时间稍长点没见面，再见到我时很多
人都拉着我的手问去哪儿了呀，怎么好久没见
啦？感觉就像一家人。我休假的时候，反而总觉
得心里空荡荡的。”高万禄说。

就是在东家长、西家短的问候下，高万禄记
住了社区 2300 多户人家每一户的情况，也得到
了居民们的信任。

2011 年 5月的一天，高万禄正在社区警务
室值班，他的“情报员”田阿姨打电话告诉他，70
多岁的独居老人王子淑不小心摔了一跤，被周
围群众送到医院了。放下电话，高万禄买了些营
养品，立即跑到医院看望并照顾了王婆婆 3 天。

一天午饭过后，王婆婆让正在倒水的高万
禄坐到她病床前。“高户籍，我这么大年纪了，谁
都不信，就信你。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钱，你一定
要帮我保管。”说着王婆婆从近身的衣兜里小心
翼翼地拿出一个红色存折。

高万绿打开一看，存折上竟然有 20 多万
元。摔了一跤后，王婆婆摔怕了，生怕自己“走”
后存折无人知晓，才托自己最信任的人来保管。

高万禄知道，王婆婆退休工资不高，生活特
别节俭，每天都要上街去捡废品换钱。这 20 多
万就是她一个瓶子、一个纸箱存起来的，这得多

信任自己啊。
“王婆婆，你不是有个儿子吗，还是交给

他保管稳妥些。”高万禄想起王婆婆还有一个
养子。谁知王婆婆坚决地说：“高户籍，我只相
信你！”

原来，多年前王婆婆老伴去世后，她的性
格就变得十分孤僻，几乎没人能进得了她的
家。王婆婆养了一只大黄狗，经常深夜吠叫，
邻居意见很大，就找高万禄管一管。

一开始，高万禄和别人一样，连王婆婆家
的门都进不了。后来，他收集空饮料瓶、废纸
箱送到王婆婆家，一点点打开了王婆婆的心
门。

王婆婆一开家门，高万禄的眼睛红了。原
来王婆婆捡的废品太多，把大门都堵了三分
之二，她每天都要从废品堆上爬进爬出。

此后，高万禄定期来王婆婆家，帮她及时
卖掉废品，并帮着她和邻居沟通。家门打开
了，邻居走动多了，大家也都理解了王婆婆的
孤独，对黄狗也容忍了。

面对群众 20 多万元存折的信任，高万禄
非常感激，但是自己保管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他和王婆婆商量，最终还是将存折交由王婆
婆的养子保管，只不过养子在王婆婆有生之
年必须好好赡养她，而高万禄则负责监督。

“他对群众的事不仅当真，而

且较真”

上清寺派出所教导员何松键当初来履新
时，对高万禄一点印象都没有。“老高这人憨
厚随和，平时很低调，我们派出所当时有 200
多民警，我还真没怎么记住他。”何松键说。

但不久后的一件事让何松键对高万禄充
满了敬意。

2014 年 5月的一天，何松键接到报告：
有人把嘉西村社区公示栏里的民警照片“偷
走”了！

偷社区民警的照片干什么？何松键很好
奇，派人到社区走访。很快，社区副主任徐红
利揭开了事情真相。那天她到社区田良萍婆
婆家做客，一进门就看到高万禄的照片贴在
田婆婆家自制的光荣榜上，一同贴上的还有
孙女的学习成绩，下面写着一行字：向高叔叔
学习！

原来，田婆婆那天在公示栏附近地上看
到一张照片，捡起来一看，是自己非常熟悉的

社区民警高万禄的警服照，田婆婆就把照片
带回了家。她专门在墙上制作了光荣榜，贴上
照片，写上字，鼓励孙女勤奋学习，做像高警
官那样的人。

“高户籍对人热心、做事认真，我就想让我
孙女学他身上的这股子认真劲！”田婆婆说。

对于社区群众的事，不管大小，高万禄
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去做。“老百姓其实
很容易满足，他跟你反映的事情，你把它当
回事，认认真真去落实，最后无论落实得了，
落实不了都告诉他，他就满意了。”高万禄
说。

有一年大年初四，正在社区警务室值班
的高万禄迎来了满脸愁容的居民李光福。“高
户籍，楼上漏水，我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都渗
湿了。”一见面，李光福就忍不住吐槽起来。

原来李光福的楼上是租赁户，春节回了
老家，家里没人，但不知为何出现漏水，让楼
下的李光福遭了殃。

了解情况后，高万禄一边询问，一边翻出
住户登记表，查找楼上租赁户的电话。

电话打通了，但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登
记的住户电话是原户主的，由于房屋出租了
很长时间，连户主也记不得租户的电话。这下
可把李光福急坏了。

“放心，一定帮你解决，我们先去你家看
看。”随即，高万禄来到李光福家，检查完家里
情况后，他又走访了附近居民，询问是否有人
知道楼上租户的电话，但由于春节很多居民
都不在家。

当天下午，高万禄又来到李光福家所在
的四新路再次走访，并通过户主得到了租房
中介的电话，结果中介记录的电话也联系不
上租户。

事情发展到这里，好像已经无计可施，高
万禄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连李光福都说：“老
高你别忙活了，等人回来了，我们自己去解
决。”

可高万禄却不这么想。“群众找你是因为
信任你，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啊。”在他心里，工
作目标只有一个——— 解决问题。

此后，高万禄又先后 4 次到四新路附近
走访群众，最终联系上了租户刘先生，并让他
及时赶回，解决了漏水问题。

社区民警的工作大多都是这些为民解困
的小事、琐事，像这样的事，25 年来高万禄不
知解决了多少。“虽然是小事，但却都是群众

家里一件件具体的难事。”何松键说，正因为
高万禄对群众的每一件事都认真办、尽力办，
群众才那么信任他、喜欢他。

发动、依靠群众，共享社区和

谐平安

“高户籍说的话，大家都听。”嘉西村社区
居民杜明华说，社区里 7000 多人，大部分都
是高万禄的“粉丝”。良好的群众基础让高万
禄的社区警务室工作得心应手。在他的带领
下，嘉西村社区连续 4 年各类案件发案率为
零，群众的社会满意度和社会安全感调查都
为 100%。

其实，嘉西村社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平安和谐。这里地处重庆主城区核心片区，商
业网点多、流动人口多、重点单位多，社区治
安状况动态复杂。因为是老旧社区，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背街小巷路灯等基础设施很不
完善，人防物防几乎为零，治安顽症突出。

一个普通的社区民警，浑身是铁能打几
根钉？高万禄学习借鉴浙江“枫桥经验”，充分
发动和依靠群众，率先在社区探索建立“联勤
联控巡逻防范警务新模式”。借社区成立自治
物管队契机，着手整合社区治安防范力量资
源，把治安防范职能赋予自治物管队，成立了
多家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勤联控”领导小组，
组成了一支近 60 人的联勤联控队伍。每周 3
次，由高万禄带领自治物管和社区巡防队等
开展社区巡逻，了解掌握治安情况，并指导开
展巡防工作。

高万禄的这支巡逻队本领可大了，因为
社区里到处都是高万禄的“情报员”，有点风
吹草动，巡逻队都能第一时间到达。

2013 年 4 月的一天，高万禄接到“情
报”：辖区环球广场有一形迹可疑的男子，似
乎是想伺机行窃。高万禄知道，环球广场是高
层建筑，里面大大小小数十家公司，有的安全
意识比较淡薄，必须引起重视。

高万禄打开对讲机一方面呼叫环球广场
的保安队加强防控，一方面立即启动“联勤联
控”机制，调派社区巡逻队、社区自治物管队、
企业保安等立即赶到环球广场。

指令发出后，被调派的几路“大军”快速
反应，各路联勤联控力量在最短时间内集结
到环球广场，并对大楼进行地毯式搜查。
同时，高万禄来到保安室查看监控录像，

在 22 层发现一个年轻人的可疑身影：他不去
找单位，就在过道上转，转了一层又一层。高
万禄迅速指示队员们向 22 层逼近，终于在大
楼 19 层将正准备行窃的可疑青年抓获，时间
仅用了 5分钟。

通过盘查发现，这名青年曾因盗窃被拘
留过，这天他原本是想潜入环球广场内，寻找
适合盗窃的目标，可还没有得逞，就被联勤联
控人员抓了个正着。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社会治安天网工程
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小区都安装了视频监
控摄像头，一些有条件的老旧分散居民楼也
安装上了门禁系统，高万禄的这套“联勤联
控”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民警只要
发现可疑目标，就能发动各种社会治安力量
第一时间有效防范犯罪。目前，“联勤联控”机
制已在重庆市渝中区普遍推行。

从警 25 年，高万禄先后荣立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三次；获“情满万家·2017 全国公
安派出所好民警”荣誉称号、重庆市“我心中
的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等，在最平凡的岗位上
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大事小情都找“高户籍”，满意度 100%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派出所户籍警高万禄，用 25 年深情诠释“有困难找警察”

“乡间小路麦浪金黄远远看不
见你，乡里乡亲大街小巷夜夜等不
到你，你把呼吸给了你的兄弟，把自
己埋在了中牟土地，朴实笑容、朴素
言语、我们怎能忘记……”一首充满
温暖深情的新歌《阳光里有你的呼
吸》，12月 6 日由空军青年词作家、
作曲家在北京完成创作，礼赞 71岁
的河南省中牟县农民英雄李有才。

11月 22 日，河南省中牟县黄
店镇打车李村 69岁的村民李圆佗，
晕倒在自家的红薯窖中。71岁的李
有才路过遇到，只身下到 3 米深窖
中救人，李圆佗醒了过来，而李有才
却永远停止了呼吸。乡里乡亲追忆
这位农民英雄时，都打心眼里竖起
大拇指：在别人有难处时伸出援手
帮一把，是李有才多年的习惯。

12 月 4 日，中牟县委、县政府
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群众的深情厚
谊，看望慰问李有才家属时，他的老
伴黄丽对县委宣传部长任大同说，
救人危难应当是人的本能，希望能
多在农村宣传一些安全常识，这样
或许能救更多人的生命。

“可敬的凡人善举，可敬的大爷
大娘，老两口都是崇德向善一盏
灯！”空军 80 后词作家李庆文、空军
70 后作曲家章荣强，不约而同从互
联网上看到李有才的故事后，感动
在心底、感念在笔端，携手创作歌曲《阳光里有你的呼吸》，
致敬农民英雄。他们俩表示，金杯银杯不如崇德向善的好口
碑，要用文艺的力量，传颂农民英雄李有才的崇德向善。

“崇德向善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北京大学文化学者闫
雨解析“李有才现象”时表示，李有才一生朴素厚道、乐于助
人、心如明镜，“积德行善”是根植于他内心的文化品德。他
用生命与善行表达了深埋于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根本的文
化基因，以高尚本色彰显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的时代价值。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延绵不绝的基底。闫雨说，如何更
好地坚守情怀、弘扬文明而鲜活的乡村文化，创新华夏文明
形态，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是重要的现实课题。李有才朴实、
坚韧、担当，树立起普通人的好榜样，点亮了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一盏明灯。

心存善念，崇德向善。闫雨表示，李有才与乡邻守望相
助，最终选择舍生取义，折射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依然传承
的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文明乡风。他的事迹释放出人性向
善的永恒光明，提升了乡村社会文明道德建设的高度，点燃
了现代人内心深处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向往与信仰的火种。

（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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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魏婧宇、达日罕、刘磊

刘海、李美文夫妇，两个人只有一双手和一双脚，但他
们从不觉得比其他夫妻少些什么。他们常说：“只有不把自
己当残疾人，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结婚 11 年来，这对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扣河子镇的残
疾夫妇早已形成默契，用一双手和一双脚配合完成所有家
务活，还将养鸡种菜等农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李美文用灵巧有力的双手操持着家务，虽然行动缓
慢，但干起活来麻利得很。刘海干活时帮不了妻子太多，
却一点点将家改造成适宜妻子活动的环境。他说：“家里以
前的大灶台有媳妇胸口那么高，她每次做饭都要爬上灶
台，太危险了，我就把灶台拆了，换上电磁炉。”他还将炉子
和橱柜都改成不到半米高，方便李美文使用。

刘海、李美文辛苦却温馨的生活，在 2018 年春天遭遇
了变故。一天早上，李美文突然头疼呕吐，刘海赶忙将她背
到炕上休息。医生告诉刘海，她是由于重体力劳动，损伤了
颈椎。刘海心疼地说：“怕是提水伤着了。”

李美文受伤后，刘海开始接手对自己来说很困难的家
务活。7月底，刘海听说库伦旗一家医院能治颈椎病，背着
妻子登上前往医院的汽车。入院时，医院决定不收取这对残
疾夫妇的医药费，但刘海坚持将身上仅有的 300元交给了
医院。

12 天后，李美文康复出院，刘海又能和妻子配合着做
家务活了。李美文洗衣服时，他用左上臂勾住烧水壶为她加
热水；李美文擦玻璃时，他站在身后用胸膛护住妻子。他感
慨地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了手和脚，生活中啥都不怕。”

刘海家有许多物件是夫妻俩手工制作的：擀面杖是
一根 PVC 管，泥瓦匠用的铲子被拿来烙饼。李美文说：
“我们夫妇都丧失了劳动能力，靠着低保、残疾人补助和
刘海的退休金生活，能自己做的东西就不出去买。”

十几年来，亲戚邻居做了好吃的，都会给他们送来一
份，家中需要换灯泡、修水管的时候，邻居和朋友也会主
动帮忙。亲戚还筹钱帮他们买房子，朋友帮忙改装了电路
和水泵。

当地残联和妇联每逢节假日都会到刘海家探望，为
他们送上生活必需品。刘海一家三口要看病住院、外出探
亲时，镇政府考虑到他们行动不便，会安排汽车和工作人
员接送。当地政府还帮他们解决就医和女儿上学的困
难……刘海夫妇感受着社会的关爱，同时婉拒了很多爱
心人士的捐助。刘海说：“我们不能用别人的善意作为自己
的财路，也想给女儿做个榜样，教给她什么是自立自强。”

身体的残疾改变不了对生活的乐观，他们彼此填补了
对方的人生：妻子是丈夫的手，替他操持日常的琐碎；丈夫
是妻子的腿，为她踏平生活的坎坷。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高万禄(左二)与同事在社区巡逻。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供图

社区民警的工作大多都

是为民解困的小事、琐事，25

年来高万禄不知解决了多少。

“虽然是小事，但却都是群众

家里一件件具体的难事。”正

因为高万禄对群众的每一件

事都认真办、尽力办，群众才

那么信任他、喜欢他

你 是 我 的 手

我 是 你 的 腿
内蒙古一对残疾夫妇的“手足情”

▲ 12 月 1 日，李美文（右）洗完衣服后，刘海准备出门
晾晒。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本报记者王朝

14岁留学英国，大学毕业后玩了两年，找
不到方向的沈宗贤猛然觉醒。“睡醒一觉，感到
自己已经长大，我要做出点成绩。”于是，这个台
湾青年离开英国，来到大陆，翻开了人生新的一
页。

对他来说，做出到大陆的决定是“再自然不
过的事情”了。“在英国，大家都说大陆是未来世
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沈宗贤说，自己没有考虑
回台湾，“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厦门……大陆
的选择太丰富了。”

结束漂泊，从英国到了重庆

今年 35岁的沈宗贤，看起来仍像一个大男
孩。白净的面孔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言语间，
露出些许腼腆的笑容。“在国外，我身边有很多
大陆的朋友，我会和他们一起玩、一起学习。反
而我身边的台湾人没那么多，蛮神奇！”沈宗贤
说。

沈宗贤的母亲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在台南
也运营着酒店。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沈宗贤喜
欢上了室内设计。虽然在英国学的是服装设计，
他骨子里还是更喜欢室内设计。

2011 年来到大陆，他便投身到重庆的室内
设计行业中。重庆之于他，是前女友长大的城
市，但更重要的是，重庆的文艺气息和设计产业
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他。在重庆一家台资设计公
司开始工作，他一直做到设计总监，2015 年到
上海发展。

“重庆的生活气息很浓，我现在依然很想念
朝天门、解放碑这些地方，想念我的重庆朋友。”
沈宗贤说。现在，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串串火锅爱

好者。

在厦门动了创业的念头

随着年龄的增长，沈宗贤不断拓展事业
版图。国际化、有生活情调、海鲜美食、台胞优
惠政策……一系列的原因让沈宗贤对台湾海
峡西岸的厦门动心了。

“之前我对厦门真的是一无所知。”沈宗
贤说，“但家人一直跟我说厦门节奏慢、城市
发达、离家又很近，所以我就来了。”

2017 年，沈宗贤辞掉上海的工作，在厦
门一家陆资室内设计公司上班。“在同事的介
绍下，我发现公司楼上竟然是思明区的台胞
创业孵化基地。”几个月后，他通过思明台胞
驿站认识了一大帮台湾创业团队。

“我也想闯出点名堂，光宗耀祖，于是动
了创业的念头。”在大陆同事鼓励下，沈宗贤
悄悄筹划起自己的创业团队。“了解厦门本地
的惠台福利后，我真的是被‘忽悠’着创业了。”
沈宗贤打趣道。

三个台南人，两个大陆人，从筹备、辞职
到注册、开张公司，今年 2月，这家由五位设
计师组成的室内设计公司正式开张。在沈宗
贤眼里，团队是个扁平化的结构，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团队最年轻的设计师项姵萱今
年刚从南台科技大学毕业，“图纸绘制、施工
落实、业务拓展等都各由一名成员负责，我主
要辅助他们四位。”项姵萱说。

危机中，微信群里的大陆朋

友拉了我一把

“公司虽然启动了，但没有项目做。”沈宗

贤说，公司刚成立问题就大爆发——— 不能和
之前公司的施工班子合作、新团队人手紧张、
所有的业务线索似乎都一下子消失了。“那一
阵子，真是难熬，还好我们团队五个人互相支
持，要不然我真的压力大到‘爆肝’。”

沈宗贤没想到，微信群友帮了他。因为爱
狗，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在小区组建了一个
爱犬人士交流群，慢慢地，沈宗贤认识了各行
各业的大陆朋友。

某晚，沈宗贤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微信群
里问：“有没有人有室内装修设计需求？”次日，
群里的厦门朋友就给他发来有装修需求的客
户微信名片。就这样，沈宗贤开始在厦门本地
的海归交流群、台湾同乡群里面发布业务需
求。“从一个项目到十个项目、一个群到二十个
群，公司‘活下来’了。”沈宗贤笑言，“谢天谢地，
峰回路转了。”

有了项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新的施工
团队也和沈宗贤的设计公司达成了长期协
议，公司运营走上可持续的轨道。

“沈宗贤做事对己、对人要求都很高，我
们相信他的能力和态度，他总是最晚离开单
位、最晚离开工地的人。”团队中的大陆成员
李佳洲说。在他看来，正是沈宗贤的拼劲和
“精品意识”让团队迅速在厦门设计圈中赢得
了口碑。

“即使苦点累点，在工地上多琢磨几次也
没有关系。”在沈宗贤眼里，做项目不仅要交
差，更要对业主负责。“这是良心活。项目多、
完工快的前提是质量好、设计优，我不会让赚
钱成为我们团队唯一的目标。”

“虽然今年没有达到完成 12个项目的目
标，但我们基本上每月能顺利完成一个项目，
明年我们决心扩大业务规模。”沈宗贤说。

“打算以后就定居厦门了”

创业，让沈宗贤和厦门联系得更紧密了。
“以前我拿着一份薪水上下班就满足了，创业
以后就不一样了，我要扛起这份工作，对大家
负责。而且大家互相支持，在厦门奋斗，让我
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沈宗贤说，“虽然拉业
务、跑工地很累，但每天看到大陆的同伴那么
有冲劲，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渐渐地，沈宗贤从学着适应，到爱上了厦
门的生活。“我把自己做好，让我的团队、跟我
合作的团队都开心、做出好的成绩，让我们的
爸爸妈妈都能看到我们在厦门过得很好。”沈
宗贤说，“这是我甜蜜的负担。”

工作之余，沈宗贤会遛狗、打篮球、聊天
喝茶。“我有空也会‘文艺’一把，去沙坡尾逛网
红店喝奶茶，去演武大桥看海拍照，和朋友去
海鲜大排档饱腹。”

在他眼里，厦门不大，但很现代化，绿化
很好，人们都很有礼貌。“厦门的交通很发达、
机场也很近，吃上一顿沙茶面或者日料都很
方便。”沈宗贤说，“重点是，我想象不出来这
里缺什么东西——— 网购或便利店真的太方便
了。”

“好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来到
厦门、拥有生活和事业，真的打算以后就定居
厦门了。”他说。

如今，在厦门就业生活的台湾人越来越
多。“他们告诉我，大陆的就业市场更广阔，
而且交通便利，回台湾就是一趟飞机的事
情。”沈宗贤说，“时代变了，还持有‘大陆落
后’刻板印象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少了。只要
过来看看，一切都不用言说。”

“我是台湾青年，我在大陆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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