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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27年，26个除夕在值班
大家大事小情都找他

片区常住5000人 基本上他全认识
他 曾 孤 身 智 擒

杀人凶手；
他曾担保贷款帮

贫困村民买车谋生；
他 曾 帮 丢 失 户

口的 73 岁老太补办
户口；

他在这里守候了
27 年，走遍了 46 个村
民组的沟沟岔岔……

他就是 51 岁的
桓仁向阳派出所户
籍民警王兆宾。

记者：在向阳派出所多少年了？
王兆宾：（毫不犹豫）27 年零一个

月。我是 1994 年从向阳乡林业站调到
派出所的，1996年考试，1997年转正。

记者：在所里负责什么工作？
王兆宾：一直都是户籍内勤，从来

没变过，主要管户口、身份证、报表、档
案什么的。所里人少，值班时也得出
警。

记者：民警给刑满释放人员担保贷
款，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当时你是怎么
想的呢？

王兆宾：其实这个孩子我之前就认
识，因为我也是当地的嘛！他给我的印
象还是挺务实的，只是一时冲动犯了
错。而且，当时他家里真是非常穷，两
个孩子嗷嗷待哺，妻子还有精神疾病，
如果我不帮他，他就有可能再次走上犯
罪道路，那时回头就难了。

记者：那你就不担心他还不上贷款
受牵累吗？

王兆宾：这个也有人劝过我，我还
是相信我的眼光不会看错。另外，贷款
买车拉脚挣钱也是我跟他一起合计的，
只要他好好干，就不能还不上贷款。

记者：后来他真的把贷款还上了？
王兆宾：是啊，都还上了。除了拉

脚，他还包了五六十亩地，这孩子能干
活、能吃苦。这走上正道，他那俩小的
有了正常的家，学习也好，你说要是没
人帮他，他“二进宫”“三进宫”的，媳妇
精神还不好，那俩小的不也白瞎了？

记者：所以你这件事真的很自豪
吧？

王兆宾：我是向阳这土生土长的，
总得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父老乡
亲。现在向阳乡户籍上是8883人，实际
常住也就 5000 多人，基本上我都认识，
大家有事也都来找我：小孩子打架家长
闹别扭的，老人不会用手机联系不上儿
女的，甚至不会用银行卡取钱的也找我
帮取。我就是给大家服好务吧！

记者：这些年有没有想过离开？
王兆宾：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最后

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我就是这的人，就
是这山里的孩子，我愿意守护我的父老
乡亲，他们也看惯了我这张脸。

乡亲们熟悉我这张脸

王兆宾和高小平在高家新盖的房子前。

王兆宾准备开车下到各村巡逻。

12月7日，记者见到王兆宾的时候，他正在琢
磨着是不是再给高小平（化名）担保贷款买辆车跑
运输。14年前，正是他这个民警给出狱回家、一贫
如洗的高小平担保贷款，让这个失足青年浪子回
头走上了正道。如今，高家的新房铺上了琉璃瓦，
双胞胎孩子也上了初中。患有精神疾病的高妻拿
着厚厚的一摞奖状自豪地告诉记者：“房子刚盖
好，还没来得及把儿子的奖状贴上墙。”

“我给你担保”
一次走访，让高小平

一家走向新生

一名民警，给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担保贷款，
说出来没人能相信，可是王兆宾就这么做了。

那还是在2007年，王兆宾走访重点人口到
了高小平家。当时高小平的妻子刚为他生下一
对双胞胎，可这喜事却让高小平两口子更愁了：

“没办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王兆宾说，自己至今还记得那是当年的 10

月 16 日，“一进屋我差点把地上一个小铝锅给
踢翻，一看里边是白面熬成的浆糊。因为当妈
的没奶，又买不起奶粉，只能用这个喂婴儿。”

王兆宾二话没说转头离开，当天下午就带
着妻子送来了大米、白面、豆油、奶粉……他还
坐下来和高小平商量，怎么让这个家尽快走出
困境，两个人都想到了买车：平时拉脚赚钱家
用，收获季节不仅能自用还能出租。

可是，买车的钱从哪来呢？王兆宾说，虽然
高小平曾被判刑，“可是我比较了解他，挺务实
的，一时走错了路。如果没人帮他，他再继续错
下去就不好回头了。”王兆宾决心要帮助高小
平，为他担保贷款买车。一名民警，去给刑满释
放人员担保贷款？也不是没人劝王兆宾，王兆
宾却坚定地说：第一，我相信他本质不坏；第二，
我不能让他再走上邪路。

就这样，在王兆宾的担保下，高小平顺利贷
款3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两口子又包了
五六十亩地，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今年盖的
新房还铺上了琉璃瓦。

高家的日子越过越好，王兆宾是打心眼里
高兴。更让他欣慰的是，高家的双胞胎儿子“学
习可好了，小时候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两名，
现在上初中了也是前几名，年组都能排上号。”

高小平两口子说，没有王警官就没有他们
一家的今天。可是王兆宾关心的却是他们的

“明天”：“盖房子又欠了不少债吧？有什么打
算，还能干点啥？”高小平憨笑着回答：“放心吧，
王警官，咱有这双手，只要肯干就能挣钱。条件
好了孩子他妈不怎么犯病了，也能帮不少忙。”

“我来帮你办”
有了户口，73岁的夏

文兰终于能办医保了

作为一名户籍民警，王兆宾接触最多的还

是给群众办户口的事。“就是去年的事，我还老
太太叫夏文兰，73岁。”王兆宾说，夏老太是上个
世纪80年代初，一家5口一起迁往黑龙江的，不
知怎么搞的老人的户口就丢了。

后来夏老太跟着女儿到了丹东，再后来年
老多病经常住院，却因为没有户口办不了医疗
保险。听了夏老太的诉说，王兆宾“跟黑龙江那
边派出所联系，却是查无此人，说明根本没落过
户。”

王兆宾几次三番下村走访，找村委会、找村
民了解情况，搜集证据，最终帮老人在当地落了
户，再迁到丹东其女儿家。有了户口、办了医
保，看病能报销了，老人笑了。

这样的事，这些年王兆宾少说也办了几百
件。五六年前，60多岁的袁某从吉林回来，跟王
兆宾合了个影就回去了，整个落户口、迁户口的
事都是王兆宾给跑腿，来回寄材料的邮费都是
王兆宾花的。

“刘某来落户时 28 岁了，因为嫁人怀孕为
了孩子上户口、不耽误将来上学才来的。”因为
刘某的父母都已经去世，王兆宾多次到20多公
里外的山村走访、做材料，后来又请示上级给刘
某和其姐姐做了亲缘鉴定，才把她户口落上。

群众有困难，王兆宾热心帮；可要是“走后
门”的事，谁在他这也不好使。曾经他一个非常
要好的同学，家人拿了一张假的出生证明想给
孙子改户口，被他识破后同学直接打电话说：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你没看出来，混过
去得了呗！”被他坚决拒绝。

“我来了你就别想走”
斗智斗勇，他把杀人

凶手带进派出所

“哎哟爷们儿，又喝酒了？”“咋地，你来得挺
快啊！来干什么？”“这不听说你跟人打架了，有

人报警，得去所里把事说明白啊！”这是十几年
前王兆宾抓捕杀人凶手王某时的一段对话，“他
现在还在里边没出来呢。”

王兆宾告诉记者，王某的女婿出门打工，女
儿和别的男人好上了，这让王某很气愤，一天晚
上喝酒后就拿着杀猪刀找去了，正好女儿在对
方的住处，王某给了对方一刀后逃走。

值班的王兆宾接警后马上赶到王某家，带
血的衣服还扔在地上，王家却没有人。王兆宾
判断王某可能要外逃，“临走前可能去儿子家。”
他迅速赶去，一拽开门就看到王某坐在凳子上。

毕竟王家人都在，王兆宾就一个人，硬来很
可能抓捕失败，王兆宾决定智取，故意把王某杀
人当成两人打架处理，让王某到派出所“把事说
明白就行。”

王某一开始坚决拒绝：“不去，我看看孙子
就走。”王兆宾一听这是要外逃啊，这哪行啊，开
始软磨硬泡，“不管啥事都得说清，好歹你得到
所里说清……”王某稀里糊涂就被王兆宾拽上
警车拉回了派出所。

因为对辖区居民的熟识，王兆宾还多次协
助县公安局办案。一次，他在县局下发的协查
通告上看到一张从监控视频截下的嫌疑人黑白
照片。“脸是看不清，可那体型和步态我一眼就
认出来了，就是姜某。”王兆宾马上通知刑侦部
门，姜某很快被抓获，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

27年，从少年到白头，王兆宾既是内勤，又
是外勤，既办户口，也抓嫌犯。他还是所里的

“节假日值班专业户”，27个大年三十他值了26
个，只有一年是父亲去世后陪着母亲在家过的；
27个元宵节、27个中秋夜，他都在所里值班。

记者问王兆宾，就没想过出去到县城当警
察？王兆宾说，我是这山里的孩子，是大山养育
了我，我愿意在这里守护我的父老乡亲。这么
多年了，他们也习惯了到派出所办事，一推门就
看到我这张脸。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