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摘录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沈阳市克俭派出所把学

雷锋、树新风活动经常化、制度化，结合本职工作开展便民
利民、照顾孤寡、登门办户口等有益活动，一年来为群众办
好事2400多件，收到感谢信28封，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
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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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锦旗给予包大伟持续的激励。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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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在沈阳市皇姑区克俭小区的一座小平房
里，20 多名民警整日像陀螺一样地忙碌着，他们无私地帮助
辖区的居民解决琐事，还照顾了几位孤寡老人。在帮助一位
迷路老人找到家之后，克俭派出所的事迹登上了《辽宁日报》

1984 年 3 月 5 日 2 版。近 40 年过去了，当年的克俭派出所早
已换了模样，改了名字，但对于派出所的民警们来说，变化的
只是时间，作为一名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永
不会改变的。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
观时指出：“如果13亿多中国人、8900多万党员、400多万
党组织都能学习雷锋精神，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的凝聚力、战斗力将无比强大，
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雷锋生命的长度只有22年，但雷锋精神让这个短暂的
生命延展出无限的厚度，闪耀着别样的光彩。在三洞桥派
出所民警的身上，就闪耀着灼灼不息的“螺丝钉”的光芒。

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雷锋精神之所以永不褪色，就在于雷
锋精神体现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革命品质。雷锋是以服
务人民为最大幸福，以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这是雷锋精神的
一个典型的标识，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的一个崇高品德。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
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
量”，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
中，雷锋都始终坚持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作为自己毕生
的人生信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高品质，雷锋精神才
能穿越时空，至今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翻阅历史，奉献似乎是辽宁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将许多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在辽宁，成长
了一大批产业工人。他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才创造了
新中国工业历史上1000多项“第一”。如今，这种奉献精
神也传承了下来，很多像包大伟这样的普通人将无私奉
献融入到了他们的职业里，生命中。奉献是不计报酬的
给予，奉献者是无私的、崇高的人。

他们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他们
的精神绽放出璀璨的时代光芒，也引领越来越多的人见
贤思齐，激发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虽然派出所的老房子早已经不在了，包大伟还是开
着警车带我们找到了当年克俭派出所的旧址。这里现在
也是他的片区，很多认识了几十年的老邻居热情地和他
打着招呼。包大伟说，克俭派出所的名字已经改变了，民
警们的名字也都改变了，但雷锋精神永不会变，这里的

“雷锋故事”也将会永远延续下去，常做常新。

你的故事，常新
赵 雪2022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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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被“忘却”的报道

要寻找到一位上世纪80年代报道中
出现的受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年代久远，且当事人在这期间调换
了数次工作岗位，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
局政治处民警孙达为此颇费了一番周
折。报道中出现的两位民警的名字张庆
和富太德成了唯一的线索。最后在退休
人员的名单中，找到了两个人的名字。
此时两人已经都是80多岁的高龄。

富太德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最终
我们找到了张庆。80 多岁的张庆当年
是克俭派出所的指导员，接到记者电话
他首先感觉很意外。而提到当年的那
篇报道，张庆表示自己根本就记不得
了。

在记者的数番提示下，张庆才恍惚
记起了当年的采访。原来当时在克俭
派出所，民警们的工作都是十分忙碌
的，记者来采访的当天，张庆并不在单
位，早早就出警了。但他和同事富太德

“送自行车”的事迹被写进了报道里。
张庆回忆说，当时派出所同事是在辖区
例行巡查的时候捡到那辆自行车的，自
行车在当时可是“大件”，为了寻找到失
主，张庆和富太德也是颇费了一番周
折，寻访了足足一个多礼拜，最后在沈
阳郊外一个村庄找到了失主。两人还
往返十几里地的路程，亲自将自行车还
给了失主。

后来这件事就被记者写进了当年的
报道中，因为忙碌的工作，张庆一直没有
看到这篇报道。再后来，他就把这篇报
道和这件事都完全忘记了。

对于报道中提到当年克俭派出所民
警所做的一些“好人好事”，张庆表示，这
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工作中的琐事，几
乎每天发生。而对于身为民警的他们来
说，“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也只是他们该
做的事。

持续十几年的“救助”

在2012年的警务改革中，克俭派出
所和昆山派出所、三洞桥派出所合并成
现在的三洞桥派出所。在沈阳市皇姑区
昆山中路95-5号，有一座二层小楼，这
里就是如今的三洞桥派出所。片警包大
伟和110民警陈兆明是这里留下的两位
原克俭派出所的民警。

因为陈兆明身体不舒服，三洞桥派
出所指导员王远军安排他在家休息。采
访当天，当记者赶到派出所，片警包大伟
风风火火地和记者擦肩而过。王远军不
好意思地对记者说，包大伟临时要出个
警，让我们稍等一下。

接待室里挂满锦旗，不少都写着
包大伟的名字。这位 56 岁的老民警在
退休前的最后几年里，依然冲在最前
线。

1985 年参加工作的包大伟最早是
在三洞桥派出所工作，2007年才调到克
俭派出所。不过他告诉记者，当年他们
三洞桥派出所和克俭派出所也不过隔着
一条街的距离。包大伟说，上世纪80年

代，克俭派出所就已经是先进集体，是像
他们这样的年轻民警的“榜样”！

“那时候没有110报警电话，都靠民
警自己走。早上到单位开个会，然后就
要出去巡逻。”包大伟说，那时候他们作
为片警，要管理辖区的一切琐事，连下水
道堵了他们都要帮着协调疏通，“那时候
全靠一张嘴，一双腿，我们有句俗话，叫

‘有嘴问出金马驹’，当时也没有这事该
做不该做的概念，只是觉得要是自己工
作做不好，就是对不起老百姓！”

2007年，辖区里一个叫吕蒙的青年
引起了包大伟的注意，吕蒙有家族遗传
精神病，他一直和母亲生活。包大伟没
事就去吕蒙母子家看看。2009年，吕蒙
的母亲来找包大伟，说吕蒙把自己关在
屋子里几天了，还砸了几把椅子。包大
伟和同事赶紧赶了过去，几经周折后，吕
蒙被送到医院，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并
送进了孤家子精神病院。

因为吕蒙的母亲也有精神障碍，所
以从那时起，包大伟就担负起帮助吕蒙
的重任。除了帮助他申请残疾补助，转
院等，包大伟一有时间就会去探望吕蒙，
还经常自掏腰包为吕蒙买一些生活用
品，这一帮就是十几年。

当了几十年民警，包大伟说自己几
乎没帮家里做过任何事，他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了工作上。因为长时间熬夜，饮
食不规律，包大伟落下一身的病，失眠，
高血压、心脏病等。包大伟告诉记者，
几乎每名民警都有这些职业病。“另
一位老民警陈兆明一直在克俭派出所
工作，后来合并后留在三洞桥，他之前
是值班组组长，没日没夜地工作，后来
领导看不下去了，把他调到现在的岗
位。他今年 58 岁了，很快也要退休
了！”包大伟说，“我们都想在退休之前，
再多干一点事！”

被传承下来的“克俭精神”

老克俭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工作精
神也传给了三洞桥派出所的每一个人。
全派出所77名民警，都在无私奉献的路
上，继续前行。

辖区内9个社区，近5万居民，8100

多名流动人口，三洞桥派出所的民警们，
整日毫无怨言地辛勤忙碌着。

民警秦焕伟是金龙社区的片警，辖区
里的几个特困群众，始终是他惦记在心的
大事。每到逢年过节，他都会去看看。片
区老年人多，秦焕伟结合辖区电信诈骗发
案特点，深入小区开展“秦警官说电诈”系
列宣传，提高辖区居民防诈骗意识。

疫情防控期间，三洞桥派出所任务
加重，很多民警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持
续工作。为了保证健康监测人员的正常
生活，他们还经常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给他们送蔬菜和日常用品。

2022 年初，由于严格的防控管制，
安民社区内很多患慢性病的老年居民正
常生活遇到了困难。三洞桥派出所民警
了解情况后，很多人都主动当起了社区
居民的“跑腿小哥”。

1月7日，在当天进行的第二次全民
核酸检测中负责维护社区秩序的民警张
力，一大早就来到安民社区外围，取到三
户患有慢性病居民的医保卡和购药费
用，前往医院购药。付款时发现居民所
付的药费不够，张力还自己垫付了 200
多元。紧接着他又迅速奔赴核酸检测
点，在凛冽的寒风中投入了一天的维持
秩序工作。

2012年11月，三洞桥派出所民警驾
驶警车巡逻至克俭小区时，发现一辆被
困在积雪中的救护车。上前询问得知，
急救人员正准备进入克俭小区，去抢救
一位心力衰竭的居民。了解情况后，民
警立即分兵两路，其中两人抬着担架，跟
随急救人员，徒步赶往患者家，另外两人
清理积雪，帮助救护车脱困。接到患者
后，因为雪大，救护车又连陷了六次，民
警们推了一程又一程，才将救护车从积
雪中推上主路、赶往医院。而几位民警
的脚都早已冻得没了知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这是雷锋日记中广为流
传的名句。在三洞桥民警们的身上，我
们感受到一种最朴素的奉献精神，他们

“心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也许没
有豪言壮志，没有英雄壮举，他们用最真
切的行动，延续着雷锋精神永不枯竭的
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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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三月五日

包大伟向记者介绍当年的克俭派出所旧址。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1983年
《“顾客都是我的亲戚”》

沈阳市沈河商场
青年营业员李志华，
以雷锋为榜样，为人
民服务。她说的一句

“顾客都是我的亲戚”
曾感动过不少人。李
志华连续多年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和“商品”
小专家。

1986年
《“雷锋班”重返煤都》

1988年
《雷锋辅导过的三位学
生心里话》

抚顺石油三厂的
王立克、褚善发、周世
敏，他们曾是雷锋辅导
过的学生，人到中年的
他们仍然没有忘记雷
锋的教诲。对他们来
说，热爱本职工作，就
是对雷锋最好的纪念。

3 月3 日至4 日，抚顺、长沙两市在抚顺联
合举办的学雷锋研讨会上，提出了“缩短当代青
年与雷锋精神的距离”的议题，会议还提出，要
把学雷锋活动与党性教育等结合起来，与社会
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同大中小学
的思想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

1992年《处处有“雷锋”》
以图片形式报道了解放军空军兴城疗养院

门诊护士张丽荣，抚顺龙凤矿71岁老矿工王立绪
等人学雷锋见行动，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的事
迹。王立绪是全市第一批学雷锋标兵，他退休十
年，为矿山收旧利废创造价值达200多万元。

阔别抚顺22年的
雷锋生前所在团回到
了雷锋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战士们与雷
锋小学的师生们会
面，孩子们见到“雷锋
叔叔”都很开心。“雷
锋叔叔”的到来，也给
抚顺青少年学雷锋活
动增添了新的力量。

1989年《缩短当代青年与雷锋精神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