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鹿岛，一个6.6平方公里的小岛，距丹东东港市大孤山镇19海里，被广袤的大海包裹着，远离陆地。位于中国

万里海岸线最北端，它承载着“黄海明珠”“海洋牧场”的美誉，以及3000余名居民的生计。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

境派出所，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丹东边境管理支队大鹿岛边境派出所几代民警于孤岛上诠释着坚守的价值。

民警向当地渔民进行普法宣传。 本报记者 丁思文 摄

片人声鼎沸的渔家乐，走两分钟就是海滩。从
7月到10月，随着每天几千人的旅游大军登岛，
民警的工作量也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来。

在游客最集中的“前滩”，小到答疑指
路，大到寻物寻人，看到巡逻民警，游客就
有了依靠。一个遗失手机的报警电话打
来，民警刘唯一急忙赶到景点西海滩广场
附近。刚找回失物，那边金龟园又有一个 5
岁的孩子走失。民警一边在现场寻找，一
边告知勤务指挥室利用监控探头追踪。很
快，孩子的身影在监控画面中出现，几分钟
后，妈妈从民警手中接过孩子，满脸是焦急
过后的喜悦与感激。

岛上的警情挺特殊，要么是琐碎事，要么
是危急事。驻岛已三年的派出所教导员王晓
南还不到40岁，他说，民警在巡逻时，警用医
疗包从不离身，里面的速效救心丸已经不止
一次派上用场；派出所同大鹿岛客运公司、东
港中心医院建立起急诊病人运送机制，7月8
日突发胆囊炎的那位老人，就是靠这条“海岛
救助专线”转危为安。

“群众无论打110、119还是120，都会转到
我们这里。”大鹿岛边境派出所是岛上唯一的
执法机构，民警能出警、会办案，管理得好治
安要素，调解得了矛盾纠纷，还懂简易交通事
故处置。有火情发生时，民警化身为“消防
员”；到120余家商铺检查时，民警又是“市场
监督员”。所长王德金笑称，练就“一警多
能”，不是加压，而是减负，民警能力提升了，
工作质效高了，人人肩上有责任，群众事事有
人办。

游客数量井喷，产生旅游类纠纷在所难
免。这几年，大鹿岛边境派出所年平均接警
和接待游客求助近千起。“单纯用在市内的工
作方法可行不通。”民警陶建峰总结说，岛上
的渔民性格朴实，但都有点儿倔脾气，爱钻牛
角尖，吵不得，也急不得，要让“法言法语”落
地生根，变成他们爱听的家常话、明白话、知
心话。

1996 年出生的刘唯一腼腆地笑了，这位
负责案件办理的年轻民警想了半天，也没想
起自己办过什么“大案”。跟着刘唯一走访、
排查一圈下来，他在岛上居民口中变成了“小
刘”“老弟”“刘哥”“刘叔叔”。旅店民宿安全
检查、码头维护秩序服务游客、环岛巡逻、海
岸危险区域巡查、走访留守老人……刘唯一
驻岛四年，每天和同事们一样，简单的事情重
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2019 年以来，大鹿岛边境派出所累计检
查各类上岛人员 2.4 万人次，劝阻违规出海
旅游观光 500 余人次，化解重特大滩涂矛盾
纠纷 30 余起，制止破坏生态事件 200 余起，
救助各类遇险渔民群众 1000 余人次，转移
遇险船只 300 余艘次，挽回财产经济损失上
亿元。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大鹿岛边境派
出所特有的“四季勤务”——春天抓服务、夏
天管旅游、秋天稳秩序、冬天保平安。一年
四季，工作全围着百姓转，把琐碎事做好做
细，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民警对抗孤独的
方式。

民警们形容，冬天的大鹿岛，就像潮汐退
去的海滩，沉默空寂。刘一蔚难忘报到的那
天，从丹东到东港再到岛上，路越走越偏，心
越走越凉。当时是1月严冬，眼前只有一望无
际的海水、海冰，刺骨的海风呼啸着从耳边刮
过。几个月后，他重回丹东市区，站在车水马
龙的大街上，看到红绿灯恍如隔世，是走是停
好久没反应过来。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政治处的曲洪
霖十几年前也是大鹿岛边境派出所的一员。
2012年春节，已值守多日的曲洪霖回家心情
迫切，客船停了一周后终于开通一班，恰巧遭
遇极寒天气，黄土坎镇港口岸边数百米的海
冰冻起一米多厚。大船试图靠吨位优势撞开
冰层，努力了1个多小时，船长宣布原地停船，
让乘客自行上岸。曲洪霖拽的绳子从甲板滑
下，在距离冰面两三米高的位置一跃而下，仰
面朝天摔在冰面上，又拼命爬起来，向岸边的

父母奔去。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的每个民警，都像他

这样，经历过登岛初期的犹豫彷徨，并试图以
逃离的方式对抗孤独，但最后都会转化为奉
献和付出、留恋和不舍。在这里工作越久，吃
的苦就变得越甜，越能感受到“鹿岛所”所赋
予的荣誉感与自豪感。

一代代驻岛民警如潮汐般来去

大鹿岛村有很多标签，中国十佳小康村、
中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辽宁省级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村……村庄耕海牧渔，
将泥滩变为“金滩”，依靠滩涂养殖和海岛旅
游，走出了一条三产齐头并进、融合发展的乡
村振兴路。

大鹿岛海域滩涂是俗称“黄蚬子”的中国
蛤蜊的重要养殖区。作为中国最大的沙蚬养
殖基地，年产量高达5万多吨，借助发达的物
流网络，内销到全国各地，外销到日本、韩
国。依托大海的馈赠，这个只有3000多人的
小渔村，每年创造出超7亿元的总产值。

守护好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和发家
致富的“钱袋子”，大鹿岛边境派出所主动把
责任扛到肩上。王德金介绍，除了民警的巡
逻守护，近年来派出所加大科技投入，在岛上
安装视频监控探头百余个，实现无死角全覆
盖，有效保护海产品资源和群众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

今年77岁的村民李生宽祖祖辈辈生活在
大鹿岛上，在他的记忆里，不用说儿时的小毛
道、茅草房，就在前些年，办啥事还都得往岛
外赶。现在则大不同，近年来大鹿岛旅游热

海岛时刻被大海滋养着，也因大海的拥
抱而出行不便。从丹东市区开车1个多小时
到大鹿岛客运站，客运站发船的班次、时间每
天都在变化，全靠潮汐决定；坐将近1个小时
客船，才能一睹大鹿岛的真容。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是全国唯一的海岛边
境派出所。一根高高的旗杆立在屋顶，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进门正对面墙上镌刻着“为人
民服务”5个金字，字字千钧，特别显眼。在这
座三层小楼里，在今年 7 月的几个普通日子
里，记者随守岛民警们一起体验了他们不普
通的工作与生活。

在这些民警中间，大多是走上岗位不久的
90后党员，但对海岛的日月变换和潮涨潮落，
已经从“未知”变为“熟知”。他们都已见识过
大海残酷的一面，游客遭遇险情、渔民发生纠
纷、夏日狂风卷起怒浪、冬季海面布满浮冰。
他们在海岛的风浪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内
心的变化：在平原长大的，开始习惯枕着海浪
入眠；来之前喜欢安静的，也习惯了扯起大嗓
门和当地居民熟络交流。他们和之前一茬又
一茬的民警一样，有了共同的精神烙印——守
岛人。

巡逻时间表跟着潮汐走

7月12日凌晨3点，静寂和雾气笼罩着大
鹿岛，昏黑的海面仿佛没有边际，但蜿蜒的海
岸线上早已警灯闪烁。

“今天天气还行，有一次雾更大，十几公
里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长着一张娃娃脸的
民警赵晨光依次检查巡逻车上的救生衣、救
生圈、望远镜、手电筒，再佩戴好执法记录仪、
单警装备。大鹿岛11公里海岸线上的“东口”

“西口”“后口”三个码头，161条大中型捕捞船
和115条生计渔船，就是他们巡逻工作的点位
和日常巡查的重点。

当天和赵晨光搭档的民警是刘一蔚，这个
1996年出生的小伙子是黑龙江伊春人，今年是
他在岛上的第三个年头。“原来哪懂什么叫潮
汐，现在天天和潮汐打交道。”刘一蔚打开手机
里的“潮汐”APP，把大鹿岛的潮汐时间表指给
记者看，“今天第一次满潮时间在凌晨4点，我们
的巡逻时间一般从满潮前的一个小时开始。”

渔船“追”着潮汐出海、入港，民警“逐”着
潮汐巡岛、守卫，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鹿
岛边境派出所完全不同的警务工作模式。海
潮每隔12个小时涨起，满潮维持一个多小时
后开始退去，第二天的涨潮落潮时间会延后
50分钟左右。“潮汐的时间每天不固定，一天
两次巡逻跟着潮汐的节奏走。”刘一蔚说。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东口”和“西口”
两个渔业码头，少了开渔期引擎启动的轰鸣
和渔民热火朝天干活儿的吆喝声，大大小小
的渔船或系在岸边，或锚泊在水里。教育渔
民自觉遵守和维护海上生产作业秩序，杜绝
非法捕鱼、走私、偷渡等违法行为，这样的夜
间清查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生计渔船在休渔
期可以在近海进行捕捞作业。”赵晨光手里
拿着一摞厚厚的“生计渔船台账”，对船舶信
息、人员信息、进出港信息的报备情况进行检
查，力所能及地提供服务；船只舷号、船只形
状、船主身份、船员人数，不只一一登录在册，
更都记在他的脑子里。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安排了两名“港船民
警”负责船舶管理工作，赵晨光是其中之一。
轮到不用去码头巡逻的时候，赵晨光就留在所
里接警。派出所正对着海景优美的“前滩”，大
鹿岛的海滩平缓柔软，在退潮的时候走出去一
千米，海水才浸到小腿，不了解潮汐规律的游
客，往往流连美景而忽略危险的来临。

一次大潮时间在晚上9点多钟，“喂！110
吗？有人下海找不到啦，你们快来！”赵晨光
撂下电话就往海边跑。用手电筒照向远处，
海水中隐约有人头晃动，从村里调动救生艇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时间不等人！赵晨光和
同事二话不说，套上救生衣、手拉着手下水，
跋涉了将近五六十米，就在海水即将没过下
颌的时候，赵晨光终于够到了那两名脚沾不
到底、正随海浪无助漂浮的女游客。

民警们常说，下海救援像是惊心动魄的战
役。1999年出生的赵晨光今年只有24岁，在大
鹿岛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完成了许多“人生
第一次”，第一次徒手下海救人、第一次开救生
艇入海、第一次在恶劣天气中上山营救……每
经历一个“第一次”，都带来不一样的蝶变成长。

勤务量如潮汐般有涨有落

从大鹿岛边境派出所出门向前，穿过一

度不断攀升，一船船游客登上大鹿岛，他们不
仅带来消费，还把外面的信息和生活方式带
了进来。“许多小伙子爱上了拍海景、剪视频，
姑娘们学会了做直播、卖海货。”大鹿岛村党
委书记张宗义说，曾经封闭的大鹿岛，如今紧
紧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岛上水电路网畅通，生
活便利，日子红火，待在这里完全不会产生与
外界脱节的恐慌。

“特种行业许可证今年已经办了112张。”
在大鹿岛派出所的视频会议室里，所长王德
金正在与东港市公安局进行业务对接。派出
所把一些群众刚需、高频的业务揽了过来，群
众足不出岛即可办理。曲洪霖介绍，这间会
议室，当年是大寝室。一代代驻岛民警如潮
汐般来来去去，一代代所长接续接力，派出所
的硬件软件水平逐年提升。现在的民警宿舍
里，装上了电热榻榻米；闲暇时间，年轻民警
通过手机与家人视频；派出所定期组织开展

“红色剧本秀”、环岛徒步等活动；生活条件的
改善、生态的优化、通信设施的完善，为海岛
创造了“留人拴心”的环境。当然，海岛特有
的潮湿不曾改变，鞋和衣服还是会“长毛”，但
民警的心里不再“长毛”。

王晓南说，一年365天，大家有300天在一
起，大家是同事，是战友，更是亲人。“前滩”对
面的那座三层小白楼，就是“家”。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建立已40余年，在这
个“家”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身影拥抱这片
碧海，一个又一个无私的情怀守护这方平
安。在这里经过历练调离岗位的民警，到其
他单位无一例外成为骨干。新近上岛的民
警，也在驾轻就熟地将渔船称为“钢壳子”和

“木篓子”后，在一声声越来越接近岛上口音
“逮没逮饭”的问候中，完成了从“守岛人”到
“岛上人”的身份转换。

记者在岛上的最后一天，一日无警。入
夜，民警结束巡逻回到大鹿岛边境派出所
时，月已划过中天，海面风平浪静，小岛安稳
太平。

万里海疆最北端 默默扎根守岛人
——探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派出所

本报记者 黄 岩 刘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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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SHENG HUO
在 这 里 感 受 民 生 幸 福

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派出所。大
鹿岛边境派出所的一代代民警秉持

“以岛为家、艰苦为荣、人民为重、奉献
为本”的精神，扎实做好稳边固防各项
工作，为大鹿岛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先后荣获集体三等
功2次、集体嘉奖1次、全国优秀公安
基层单位、辽宁省“工人先锋号”、辽宁
省公安厅“最佳警队”等荣誉称号。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

LIAN
JIE

大鹿岛潮汐轮转，一代一代的边境派出所民
警在这里奉献青春。尽管现在派出所硬件软件条
件大有改善，但他们的驻守，仍被称为“坚守”。

“坚守”大鹿岛，源自传承多年的荣誉感。采
访时，在岛上工作过的老民警愿意讲过去的故事，
在他们看来，往昔的艰苦代表着传承，年轻的战友
则象征着未来。大鹿岛边境派出所是全国优秀公
安基层单位、辽宁省“最佳警队”，守护这份荣誉，
年轻民警担子不轻。当夜幕降临，海滩边灯火通
明的烧烤店内人声欢笑，上岛游客中，年轻人不
少，同样年轻的民警则在不远处默默守至深夜，他
们说，这是职责所在。

“坚守”大鹿岛，要克服热闹之后的沉寂。海
岛半年热闹，半年沉寂。作为岛上唯一的执法力
量，村民无论何时遇到纠纷、难题，第一时间便想
到来找“公家”评理；在旅游旺季，全体民警“连
轴转”“白加黑”是常有的事。热闹的半年里，民
警可以用忙碌的工作驱散对亲人的思念。但热
闹过后的沉寂则更难捱，“猫冬”的村民会有自己
的消遣，但民警日复一日迎着刺骨海风的巡逻防
控却从不停歇。

“坚守”大鹿岛，更要甘于默默无闻地付出。
大鹿岛边境派出所以出警快著称，因为民警就

“守”在群众身边，矛盾被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
芽。大鹿岛安稳，一年到头可能只有一两次险情
发生，从表面上看，发生在民警身上的，似乎都是
每天走访居民、解决纠纷的平常事，在这些“平常”
背后，却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的“不平常”，
日复一日只为那一次的挺身而出。

但民警们却不提“坚守”这两个字，在他们
看来，这是工作需要，更是人生选择。“我们是人
民警察，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采访中，记者
听到这句话的次数最多。在平凡岗位创造出不
平凡的业绩，一代代“鹿岛所”民警像螺丝钉一
样，把自己紧紧拧在岗位上，于无声处诠释坚守
的价值。

坚守的价值
黄 岩

记者手记 SHOUJI

民警在执勤中。(受访者提供)

坚守在大鹿岛上。(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