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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由云南省公安厅主
办的“守护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讲
述公安故事主题巡回报告会在昭通
市广电中心演播大厅举行。来自全
省公安系统的 80名民警、辅警本色
出演，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展现了
云南公安队伍的忠诚与担当，现场
观众反响热烈。

此次报告会创新采用全警员参
演模式，所有演员均为一线民警、辅
警。省公安厅新闻宣传处民警、活
动执行导演聂孝基介绍道：“我们坚
持用民警演民警、用真实说真情，就
是要让每一个故事都带着泥土的芬
芳和警徽的温度。”通过情景剧演
绎、报告讲述等形式，生动再现了警
务创新、边境缉毒、抢险救援等公安
工作中的感人瞬间。

昭通市公安局政治部队伍建设
科负责人用“亲切、仰望、前进”概括
了自己的感受：“这些故事就是我们

战友的日常，特别亲切；英雄模范站
着是旗帜，倒下是丰碑，值得敬仰；
而英雄就在身边，他们的精神将永
远指引我们前进。”

绥江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
队长表示：“这场报告会像一面镜
子，映照出公安队伍的坚实足迹。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将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
承诺。”

据悉，报告会集中展现了云南
公安在守护“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中的奉献与担当，既是一次先进事
迹的宣讲会，更是全警奋进的动员
会。此次巡回报告会将在本月内走
进昭通、普洱、红河、大理 4 个州
（市），此前已在云南大学成功举办
高校专场。活动旨在通过讲述真实
的公安故事，弘扬英模精神，凝聚警
心斗志，增进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
解与支持。

4月16日，守护“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讲述公安故事主题巡
回报告会州（市）专场首场走进昭
通，通过讲述真实的故事，让更多人
了解公安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增强
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这场报告会讲述的故事人物，
有原鲁甸县公安局茨院派出所所长
王崇龙，这位 2011年因公殉职的民
警，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警察
爱人民”；有原永善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教导员黄方彬，他的从警生涯诠
释了奉献与担当……在云南广袤的
红土地上，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无
数公安干警用自己的忠诚与担当，
守护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我们全部都是素人演员，虽然
没有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们在舞
台上呈现的就是真实的工作场景。”
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宣传处民警、执
行导演聂孝基说，这场活动涉及云
南 1 所高校和昭通、普洱、红河、大
理 4个州（市），将历时 1个月，由 80
名公安民警、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以下简称“辅警”）用亲身经历向
观众讲述警徽背后的故事。昆明市
公安局新闻宣传处四级警长邓谦表
示，昆明公安精心挑选了 21 名民
警、辅警参加此次主题活动，他们勇
当“排头兵”“支撑者”“展示者”，用
激情点燃舞台，传递公安声音，讲好
警察故事。

鲁甸县公安局文屏派出所民警

王巍在报告会中参演的节目——
《战友！欢迎归队！》尤为感人。王
巍从小就听着警察的故事长大，心
中早早地种下了从警的种子。王巍
的父亲在公安岗位上兢兢业业，为
维护一方安宁奉献了一生。受父亲
影响，王巍毅然继承了父亲的警
号。对于王巍来说，那不仅是一串
数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
命。“每次听到这些故事，看到这些
表演，都会热泪盈眶，因为这些都是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经历。”王巍
说，这种本色出演带来的真实感与
代入感，是公安题材作品最大的魅
力所在。当民警、辅警们站上舞台，
他们不是在表演角色，而是在重现
他们的人生——那些惊心动魄的追
捕、平凡琐碎的调解、生死一线的救
援，都曾真实地发生在云岭大地的
某个角落。

在云南公安的历史长卷中，有
一些名字永远闪耀。黄方彬，永善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原教导员，2016
年 1 月 5 日因公殉职，年仅 43 岁。
从整治万和乡“彪悍民风”到创新农
村客运管理模式，从“生死岩”急流
中救出 7名群众到在鲁甸县地震灾
区坚守15天，黄方彬用21年的从警
生涯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深
刻内涵。而王崇龙的故事更是一曲
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这位被群众
称为“牛魔王克星”的派出所所长，
为铲除盗牛团伙在村寨扎营 75天，

能从狗叫声中判断盗贼的动向；他
创新研发警民联动平台，构建了“一
呼百应”的治安防控网络；他走遍辖
区的每个村寨，与各族群众亲如一
家。2011年 3月 11日，积劳成疾的
王崇龙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 39
岁。出殡当日，长街人头攒动，“我
们的好所长一路走好”的标语在寒
风中格外醒目。

黄方彬、王崇龙只是云南公安
系统因公牺牲民警的代表，在我们
如今美好生活的背后，是他们在默
默付出。他们以忠诚为底色，以担
当为画笔，绘就了云南的平安画
卷，成为云南公安历史上永不褪色
的记忆。

在守护“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的实际行动中，创新是云南公安的
又一鲜明特色。从王崇龙研发的警
民联动平台，到黄方彬创建的农村
客运公司化运营模式……云南公安
始终在探索更适合这片土地的警务
创新。鲁甸发生地震后，黄方彬带
队驰援灾区，强忍身体上的病痛坚
守了 15 天，确保救灾“生命线”畅
通。而今天，新一代昭通公安民警
正在继承这种精神，通过讲述公安
故事主题巡回报告会等活动，让警
民关系更加紧密。正如聂孝基所
说，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给观众更
多工作上的启发和奋进的力量。

这种创新精神还融进了日常服
务的点点滴滴。昆明 21 名参加此

次活动的民警、辅警中，有“昆明好
人”、云南省道德模范；在昭通，像王
巍、黄圆颂（黄方彬之女）这样的“警
二代”正用新方式讲述父辈的故事；
在云南省各地，无数民警在平凡的
岗位上，用创新思维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当杨某树——这位曾被王崇
龙帮助过的刑满释放人员，跪在墓
碑前泣不成声时；当被救群众刘桂
仙抹着眼泪说“是他救了我”时；当
茨院乡百姓说“治安稳定有一半的
功劳要记在王所长身上”时，我们看
到了警民关系中最动人的模样。

守护“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报
告会走进高校、走进州（市），用真实
的故事打动人心；清明节群众自发
祭奠英烈，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谢
意；新一代民警继承警号、传承精
神，用行动续写英雄篇章。从王崇
龙到黄方彬，从老一辈民警到年轻
干警，云南公安用忠诚与担当筑起
了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在云南
这片土地上，正是无数公安干警的
默默付出，才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更加安宁祥和。

新时代新征程，云南公安将继
续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为指引，让警徽在彩
云之南永远闪耀，让英雄精神在红
土高原代代相传。因为在这里，有
一种守护，叫云南公安；“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因他们的付出而更加
美好。

警徽闪耀彩云之南：

用生命守护“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记者 杨 芳 闵光景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在4月这
个特殊的月份里，我们深切地怀念那
些为了维护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而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用生命守
护我们的平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我们不仅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
牲与奉献，更应该将他们的精神传承
下去并发扬光大，要以不懈奋斗的姿
态，为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贡献
力量。这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
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或许你未曾听过警察们慷慨激
昂的承诺，但他们的警服与警徽、亲
人的泪水，都在默默地诠释着他们无
声的誓言。4月16日，守护“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讲述公安故事主题
巡回报告会州（市）专场首场走进昭
通，报告会用生动的事例打动人心，
不断提醒人们：英雄就在身边。

“每次听到这些故事，看到这些表
演，都会热泪盈眶，因为这些都是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经历。”鲁甸县公安
局文屏派出所民警王巍说，他的父亲

也是一名民警，为维护一方安宁奉
献了一生。王巍从小就听着

警察的故事长大，深
受父亲的影

响，毫

不犹豫地继承了父亲的警号，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对于我们这
些曾被公安英雄们守护的人来说，他
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以及那份无声
的承诺，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以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丰碑，将永
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

在一名基层民警眼中，维护人民
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
使命。为铲除盗牛团伙，派出所所长王
崇龙在村寨扎营75天，能从狗叫声中
判断盗贼的动向；他创新研发警民联
动平台，构建了“一呼百应”的治安防控
网络；他走遍辖区的每个村寨，与各族
群众亲如一家。2011年3月11日，积劳
成疾的王崇龙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
39岁。“这场报告会像一面镜子，映照
出公安队伍的坚实足迹。作为基层民
警，我们将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庄严承诺。”绥江县公安局特
巡警大队大队长陈俊桦说。

“有困难，找警察。”警察是正义
的化身、安全的守护者，可他们同样
是血肉之躯，在工作中常常面临危
险，需要应对各种暴力犯罪，甚至在
面对亡命之徒时，可能会受伤，甚至
献出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不仅
要铭记那些英勇牺牲的警察英雄，
更要关注和尊重警察群体的日常工
作，那些奋战在一线、尽职尽责守护

社会安宁的人民警察，同样值
得我们给予最高的敬意

和最深的理解。

铭记，用生命守护！
杜恩亮

忠诚铸警魂 故事传力量
记者 杨 芳 闵光景

情景剧情景剧《《为了共和国我愿意为了共和国我愿意》。》。通讯员通讯员 侯维静侯维静 摄摄

情景剧情景剧《《最后一口水最后一口水，，留给新人留给新人》。》。 通讯员通讯员 唐荣锴唐荣锴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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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昭通公安开展“薪火
传承·师徒结对”活动

在昭通市“市民之家”政务服务中心，有一
个特殊的“窗口”——昭通公安政务窗口。它
以“小窗口，大情怀”为宗旨，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将“放管服”改革的春风化作实实在在的民
生温度，让每一个走近窗口的群众感受到“安
心、舒心、暖心”。它不仅是服务群众的桥梁，
更是温暖人心的纽带。

“舒心窗口”加速跑：一窗通办，服务效能再升级
昭通公安以“一窗受理、一站办结”为核

心，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公安政务服务向标准
化、集约化转型。整合港澳台团旅签注、身份
证受理（16周岁以上云南户籍换补发身份证）、
车驾管等 50 项高频业务，实现群众办事“只进
一扇门、办好所有事”；业务办理时限平均压缩
至 15 分钟以内；针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推出
预约服务，累计为 67名群众加急办理出入境证
件，为 268家企业加急办理相关服务事项，护航
经济发展。

“舒心窗口”有温度：民生关切，细节之处见真章
“窗口虽小，却连着民心。”昭通公安以群众

满意度为标尺，用“换位思考”破解服务难题。
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为群众解决疑难事
项23件；开通接听车管所长“直通车”电话，接受
咨询 379起，出入境 12367服务热线提供咨询服
务742人次；配备老花镜、雨伞、医疗箱等便民设
施，累计服务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 6200
余人次；推行“延时”工作制，在非工作时间为上
班族、学生群体办理业务6700余件。

“暖心窗口”零距离：基层力量，走出柜台解民忧
昭通公安多警种联动，建立营商环境服务

站，为企业员工集中办理临时身份证、出入境
证件，提供防骗反诈、防范跨境违法犯罪、海外
利益安全保护等专题宣传服务，惠及企业员工
1000 余人；依托窗口服务数据，联动社区民警
排查化解纠纷隐患 10余起，让“小窗口”成为社
会治理“前阵地”。2024年以来，昭通公安政务
窗口累计接待群众 11 万人次，收到感谢信 67
封、锦旗 7面，在 2024年“新理念、心服务、星形
象”政务服务技能竞赛中荣获一等奖。“业务办
理快一分钟，群众的幸福感就多一分。我们要
把公安窗口打造成群众心中的‘解忧站’。”昭
通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稿件来源于昭通警方）

立足政务“小窗口”
做优服务“惠民生”

4月 18日，昭通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薪火传
承·师徒结对”传帮带主题活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巩固
深化“薪火传承·师徒结对”传帮带工作质效，进
一步提升青年民警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为
全市公安工作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自 2023年 9月昭通公安启动“薪火传承·师
徒结对”传帮带主题活动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122对师徒双向奔赴、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投入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

全市公安机关 2025 年新结对 77 对师徒以
“好师徒”为标杆，见贤思齐、笃行不怠，为捍卫
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贡献了
昭通公安力量。师傅是徒弟政治上的“引路
人”、业务上的“带路人”、生活上的“贴心人”，要
把党性锤炼作为传帮带的首选课、基础课、必修
课，注重因人施教、言传身教和实战授教，帮助
徒弟尽早锻炼成才。徒弟要勤于学习、善于创
新、勇于超越，认真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常用法
律法规、警械使用等执勤执法活动中所需知识
和必备技能，全面提升理论水平和执勤执法素
养，力争工作出新出彩。

好师傅代表赵吉堃说：“师傅不仅是徒弟技
能的传授者，更是徒弟成长的‘引路人’，如何让
徒弟掌握真本领是每个师傅的职责和使命。一
声师傅，一份责任，一声徒弟，一份希望。带徒
弟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在师徒互动中，我们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以后的工作
中，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
能够汇聚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工作实效。”

好徒弟代表马浩然说：“师傅的言传身教，
让我明白了肩上担的是平安职责、心中守的是
正义之尺。今后，我一定不负师恩、不辱使命，
以师傅为榜样，坚决传承忠诚底色、深耕业务根
基、淬炼纪律作风，接过守护平安的接力棒，用
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此次活动为“好师徒”代表颁发了证书，为
新结对师徒代表颁发了责任牌，新结对师徒代
表进行了现场结对。昭通公安将以此次“薪火
传承·师徒结对”传帮带主题活动为契机，带徒
传艺、凝心铸魂，将忠诚警魂融入血脉，把实战
本领化为担当，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安宁贡献昭通公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