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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HUI SHI KE
听总 书记的话走好振兴路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平安是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

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今年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了

加强法治建设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性。

25年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平安。“马背110”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总书记的要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也见证了

阿尔乡这片土地从黄沙漫天到沙退绿进，百姓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时代进步。

“马背110”在巡逻路上。资料图片

彰武县阿尔乡镇位于科尔
沁沙漠边缘，当地居民在遭受沙
漠侵袭的同时还曾遭受盗砍乱
伐树木、盗窃大牲畜等治安案件
的困扰。

1997年，阿尔乡镇派出所组
建了一支由民警、协警及治安积
极分子等14名队员组成的治安
巡逻队，队员们骑马开展警务工
作，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马
背110”。

沙漠卫士

TU
SHUO

“马背110”：25年从黄走到绿
李若溪 本报记者 黄 岩 刘 乐

民警，群众既感动又亲切。感动的是，派出所
条件差，民警很清苦，但他们从不推诿，总是
以最快的速度骑马来排忧解难；亲切的是，民
警就是群众中的一员，群众骑马去报警求助，
民警骑马随同回来，大家都是马背上的兄
弟。可以说，在阿尔乡镇，警民关系密切，马
是桥梁，更是纽带。

继续驱车从派出所去北甸子村，两侧高
大树木成行，沥青路面平整。袁彪记得，当年
有一次去调解纠纷，三轮摩托车刚开了几百
米就陷进了沙地，只好回到镇上换马骑，跑了
半个小时才到。说话间，北甸子村已在眼
前。袁彪加上一句，刚才这条路，叫作“福财
路”，是以北甸子村老书记、闻名全国的治沙
英雄董福财的名字命名的。1996年起，董福
财带领乡亲们开启了种树治沙的征程，与天
斗，与沙斗，搏出一片绿色的希望林。

樟子松树苗栽上了，放牧的也来了。护
林巡逻的担子，“马背110”主动扛到肩上。

彰武县公安局副局长、时任阿尔乡镇派
出所所长、第一任“马背110”队长邢守凤：咱
这周边十几个村子，养羊的村民不少，那时还
都是放养。给老董书记急的，满嘴起大泡。
费多大劲才把这些树苗给栽下去，还没等长
就让羊给啃了，那能行吗？我找到董书记，我
说你别着急，从今天起咱派出所一人包片200
亩，无论如何一定保住这些树苗。

从一人包片 200 亩，到一人 500 亩，直到

最后每人包片5000亩，阿尔乡镇治沙林的面
积越来越大，树苗也慢慢长成了小树，防止盗
采树木的重任，“马背 110”的队员们担在肩
上，落在行动上。

退休民警贾宏伟：那时候我住得离树林
子近，不管半夜几点，只要听见有油锯声我
准能醒，后来时间长了还听出了经验，它一
响我就能听出来在啥地方。那十几年我一
个人估计撵跑了有 100 来个盗采团伙，抓了
有二三十个偷树的。其中一棵树，我救了它
四五次，有一回我赶到时，那帮人把树根边上
的沙子都给挖空了，拉开油锯正要锯树根，差
点儿给它放倒了。我在家听见声，“噌”一下
起来，骑马赶紧跑过去，那帮人一看我来了，
撒腿就跑。现在退休了，没事儿时候我还来
看看它，老朋友了。

老队员梁春发：几代专家在彰武县艰苦奋
斗，咱才知道咋种树、种啥树能治沙子，这是
实话！但咱也敢拍胸脯，阿尔乡镇这20几万
亩治沙林长起来，也有咱们“马背110”一份功
劳。

就这样，“马背110”的队员们在守护治沙
林的巡逻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20多年下
来，“马背110”的队长换了一任又一任，队员
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像看着自家孩子
一样守着这片树林，抓获的盗采团伙达300多
个，为阿尔乡镇的风沙治理、绿水青山改造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背110’需要马，我
就提供；需要学骑马，
我就教。”

车一路开，彰武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王
虹桥一路介绍，这些年，抢劫盗窃案件基本绝
迹，牛羊从散养变成了圈养，随着自然环境越
来越好，阿尔乡镇老百姓在乡村振兴的历程
中，日子越过越红火。

车拐了个弯，停在北甸子村的王辉家门
前。王辉远远地笑呵呵打招呼，他的身份需
要好几个“斜杠”隔开，“马背110”现役队员、
养牛大户、村民共同致富带头人、“辽宁好人”
荣誉称号获得者。他家养了500多头肉牛，几
匹骏马膘肥体壮。

“马背 110”队员王辉：村里富了，有路
了。头30年，我们这边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
马。你看我家那个老房子，盖房时东西全是
马车拉进来的。丢牛丢羊的，只能骑马去找，
有时候得连续骑好几天。现在村里条件好
了，治安也好了，用马的时候少了，但还是
有。我愿意养马，“马背110”需要马，我就提
供；需要学骑马，我就教。像马瀛所长刚学会
的时候，骑马进林子巡逻，我得跟着去，对吧？

阜新市彰武县公安局阿尔乡镇派出所所
长马瀛清楚地记得他上任那天的“庄严仪
式”。2020年8月17日，他从前任所长张朱伟
手里郑重地接过一条马鞭。

“现在骑马出警的时候越来越少，但咱们
派出所还叫‘马背110’。”马瀛说，这条马鞭，
就是咱警队精神的象征。

“百姓骑马来求助，民警骑马
跟回去。老百姓给咱起名叫

‘马背110’。”

马瀛：我是阿尔乡镇派出所的第八任所
长。上班第一件事，先学骑马。虽说现在骑
马巡逻的时候不多了，但护林防火、封山禁
牧，往树林深处走，还是骑马方便。其实骑马
巡逻也是巡逻，开车巡逻也是巡逻，保一方平
安，这是咱的主责主业。

阿尔乡镇派出所有民警 5 人，辅警 3 人，
辖区面积147平方公里，人口5600人。

来到阿尔乡镇派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跟着所里的民警们走一趟他们每天的巡逻
路。56岁的民警袁彪念叨，30多年前，全镇里
看不见一条路，都让沙子给盖上了，走到外面
沙子糊得满嘴都是，漫天漫地都是黄的。“一
夜大风起，早起沙堵门。”受到恶劣风沙环境
限制，警务工作很难开展，辖区内盗窃牲畜、
粮食等案件时有发生。

1997年，一支由阿尔乡镇派出所民警、协警
和各村治安积极分子组成的治安巡逻队成立，
14名队员骑着马走村访户，警务工作由此展开。

跟着警车出镇，先奔治沙林，路不宽，但是
平整顺畅。2月末的一天下午，记者站在辽宁、
内蒙古交界的沙丘高地上看向远处，大地的线
条竟然勾勒得格外清晰，一边茫茫沙海，一边
绿锁沙丘。

民警袁彪：你看，一片一片的全是樟子
松。现在骑马主要是进林子，这片林子一直
是我看着的，从这么高小树苗一直长到这么
大，看着就高兴。但你可不知道，30多年前这
地方都待不了人。

老队员梁春发：哪儿哪儿都是沙子，是个
带轱辘的都得陷进去。人家偷完牲口往沙地
里一钻，你上哪儿撵去？就这情况大伙儿都挺
愁，1997年的时候，镇政府和派出所一商量，说
咱这片儿老百姓养马的多，就让阿尔乡镇派出
所牵个头，组织民警、协警、治安积极分子啥
的，咱成立一个治安巡逻队，以后就骑马出警。

老队员朱殿春：那时候条件艰苦啊！队里
14名队员，上班也不分白天晚上，分组巡逻，
大风刮得眼睛都睁不开，中午没地方吃饭，镇
里给我们一天补助一袋方便面，饿了就嚼方
便面，满嘴是沙子，也得往下咽。

成立一年多，马背治安巡逻队就为当地群
众追回了500多头丢失的牛羊，抓获了30多个
犯罪嫌疑人，阿尔乡镇的治安环境大大改善，
老百姓拍手叫好。

老队员孟凡柱：我记得是1997年的冬天，
有个犯罪嫌疑人往咱这头跑，一头钻进了沙
漠。大概凌晨一点多好像，队长往我家打电
话说，你跟老李赶紧骑马进沙漠往北面去堵
他！那一宿啊，我俩顶着风沙一直找到天亮，
我突然发现，一个水泡子边上有件衣服，还有
脚印。这地方一般没人来，肯定是那小子留
下的。顺着脚印，我俩骑马追了过去，一气儿
跑了有半个多小时。到了看见了，我和老李
跟他在沙子里一顿骨碌，终于给他摁住了。
像这样的大事儿小事儿干了不少，老百姓对
我们挺满意，给咱们起了个名叫“马背110”。
队长说这名挺好，以后咱就叫这名！

“阿尔乡镇这20几万亩治沙
林长起来，有咱‘马背110’一
份功劳。”

现任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的刘
启涛，1997 年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这个
偏远的基层派出所。报到那天，坐在县公
安局政治处送行的吉普车上，一个多小时
的颠簸让刘启涛痛苦不堪。望着满眼的黄
沙，刘启涛心里发恨，“怎么分到了这样一
个鬼地方！”

闹了近一个月的情绪，刘启涛渐渐被同
事们的乐观、豁达所感染，被他们的踏实、奉
献所感动，并融入其中成为一员。刘启涛记
得，一年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战友们在派出所送行，他站在马
前，不禁留下了难舍的泪水。

刘启涛：老民警曾打趣地对我说，小伙子
别着急，你就在这儿慢慢干吧，早晚有一天，
上边会给我们配上大吉普的。你年龄小，肯
定会赶上，但有了大吉普，马也不能没了，有
时候这马比那车好使！我在那一年，亲身经
历了太多这样的情况，村里发生民事纠纷或
者治安案件时，看到骑马及时赶到的派出所

要想富，先修路。2002年，镇上开始修筑
通往各村的水泥路，可施工方考察时，却发现
了一些路段的大问题。沙土地路基太软，不符
合修路标准。“马背110”又一次冲上最前线，队
员们配合各村党支部发动群众，大伙儿一起用
马拉、用人扛，移走了沙丘，填平了沙坑，再用
实土和石头把路基垫硬实，最终考察通过。过
去出行“村村痛”，现在行路“村村通”。

老队员李向东：整个这条路都是我们看
着的，施工方白天干活我们得帮忙，晚上我们
轮班看护设备、看护路面。新铺的水泥，得防
着别让牲口踩了，晚上有开车的看不见路，开
上去就得给压坏了，咱得上去拦着。你瞅现
在镇里的路全通了，大家干啥都方便，咱这一
宿一宿工夫，值。

“山青了，路平了，沙漠治理
了，队员再不用骑马巡逻，但

‘马背110’不会消失。”

山青了，路平了。风和沙，昔日两大害，
如今成了宝。阿尔乡镇的硅砂产业健康发
展，华能电业公司的193个发电“大风车”叶片
转个不停。目前，有7家硅砂矿企业、2家覆膜
砂深加工企业、1家风力和光伏发电企业在阿
尔乡镇安家落户。在派出所，“‘马背110’助
企服务站”的招牌挂了起来。只要企业有需
求，派出所尽全力沟通联络、协调解决，尽全
力为企业解难纾困。

去年冬天，多家硅砂矿企业要扩大生产规
模，可厂区道路铺设却成了难题，沙地太松软，
铺石子或是垫实土没有太大作用，铺设水泥路
成本太高企业又无法承受。马灜寻思，那几个

“马背110”老队员跟沙子斗了一辈子，他们应
该能有招。凑一起一商量，有人说，当年有大
车陷进沙坨子的时候，咱可是牵马拉枕木救出
来的，这招肯定行！马瀛找了点枕木在厂区里
一铺，还真是那回事儿，大车怎么跑都陷不下
去。后来，马瀛和派出所的同事终于联系到对
口企业，帮辖区的硅砂矿企业用最低价格买了
1万多根枕木，彻底解决了问题。

马瀛：像老一辈“马背110”守护治沙林一样
去服务护航企业，无事不扰，有事相帮，让彰武
县治沙精神在阿尔乡镇派出所传承、发扬，这是
我们当时设立“‘马背110’助企服务站”的初衷。

老队员梁春发：虽然现在不用骑马了，但
是我看得出来，在阿尔乡镇派出所，我们老一
辈“马背110”的那股子建设家乡的责任心，不
怕吃苦的干劲儿还在！

民警赵光辉：我1991年出生，在派出所工
作这两年，耳濡目染，深深感受到，艰苦奋斗
不是抽象的口号，就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
中。您问我什么感想，那就是兢兢业业、埋头
苦干，让“马背110”精神继续发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过了春节，“马背110”已经走过了
25个年头。一代代“马背110”的队员，守一片
乡土，护一方平安。从黄沙到蓝天，从贫穷到
富裕，家乡旧貌换新颜，他们不仅是见证者、
守护者，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

一间屋，桌子、沙发，床下几双鞋子沾
着泥土，阿尔乡镇派出所第八任所长马瀛
的办公室兼值班室。阿尔乡的风挺硬，刮
在脸上生疼，从派出所出发，驱车一路向
北，片片樟子松林，想像中的沙海和荒凉
鲜见踪影。站在高处远眺，片片樟子松钉
在科尔沁沙地南缘，比邻一道线，恰似两
重天，从冬日的苍翠挺拔中可以想见夏日
的青翠叠加。

派出所里的老民警，那些“马背110”
的老队员，讲起家乡的变化滔滔不绝。故
事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沙子治理了，路通
了，车能进了，这变化多大呀！是啊，锁住
了风沙，保住了农田，过去沙海里的北甸
子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村，乡亲们闯出
了一条养殖致富路。

“绿水青山”来了，“金山银山”也跟着
来了。阿尔乡镇从“治沙”到“用沙”，阿尔
乡镇派出所忙得高兴，企业在农村跑手续
不方便，所里帮着协调；风电企业到林地里
维护机组，所里派人、牵马，驮着工具送到
地方，只要能帮上忙，事无巨细服务到家。

阿尔乡镇派出所门脸不大，老百姓出
来进去，多数是办证落户的“小事”。马灜
笑着说，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事，没
啥。是啊，25年的平凡坚守，才让治沙和
致富的见证者与守护者的名称变得不凡。

治沙和致富的见证者
与守护者
黄 岩

记者手记 SHOUJI

一人一马，是朋友也是搭档。
本报记者 黄 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