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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人物专访

缘起
一场以爱为名的守护

记者：我们了解到水田派出所在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上投入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并获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请问你们开展本项工作的初
衷是什么？

李云：威信县是典型的劳务输出
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常年动
态保持在 18 万人左右，务工收入占农
村家庭总收入七成以上。随着经济发
展，水田镇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打
工，而越来越多的孩子则留在村寨里
成了“留守儿童”。由此，我们不得不
面临两个矛盾：一是家里的老人想把
孩子管好，但由于年龄大、教育水平低
等原因很难实现；二是父母希望通过
外出务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条
件，但由于缺少陪伴反而给孩子带来
心理压力，间接导致其他问题产生。

从基层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职
责来看，关心关爱包括老人、小孩在
内的弱势群体，做好辖区日常治安管
理，为群众排忧解难都属于工作范
畴。因此，大家一直在思考，如何才
能更好地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焦虑
和学业压力？

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这些农村留
守儿童能够健康快乐、无忧无虑地成
长。工作最开始，我们通过走访掌握
相关情况，看望慰问部分留守儿童，向
他们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赠送文具、生
活用品等，尽可能去做一些事。渐渐
地，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成了水田
派出所的传统工作和重点工作。每一
任所长都持续跟进相关事项，后来还
创新推出“党旗育苗 警旗护苗”行动，
采取民警和留守儿童“一对一”帮扶的
形式，逐步和当地群众建立起更广泛、
更深入的联系。

记者：请详细介绍一下你们都采
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李云：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
在外地，因此我们的帮扶工作主要为
亲情补偿和儿童认知引导。在水田镇
湾子苗寨，有一位名叫熊杰红的妇
女。1994 年，她与丈夫外出浙江打工
途中，由于放心不下家中3个正需要父
母关爱的孩子，毅然独自返回了家
乡。回到湾子苗寨后，她主动承担起
照顾寨子里留守儿童的责任，每逢周
末和节假日，就给孩子们做好吃的、讲
故事、教唱民歌等。受这件事的启发，
我们针对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开展

“一对一”重点帮扶，并制定了“241”制
度、“四问一跟进”举措和“一桥两站”
机制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我们把这些
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去照顾，关心他
们的学习和生活，及时纠正不好的行
为习惯，让他们遇到困难时会想到找
我们，通过情感连结帮助农村留守儿
童重拾自信、重建安全感。今年，辖

区有 40 名需要重点帮扶的留守儿童，
派出所 9名干警共同成为这些孩子的

“爸爸”“妈妈”。
为实现留守儿童“生活有关爱、学

习有帮助、行为有约束、安全有保障”
的目标，派出所全体干警在辖区内广
泛开展“六个一”志愿服务活动：每月
与结对孩子谈一次心，指导孩子给父
母写一封信、通一次电话，每学期与孩
子父母、班主任沟通一次，每年陪孩子
过一次节日。考虑到水田镇山高坡
陡、弯多路急的地理特点，为确保孩子
们上下学安全，我们进学校、进村寨、
进家庭，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开展健康
安全知识讲座等。通过活动交流，帮
助农村留守儿童加深对社会和世界的
认识，同时推行“驻足举手敬礼”文明
礼让行动，共培训学生7000余人次，实
现了辖区连续10年涉校涉生交通事故
零发生。

坚持
不以微小而不为的感动

记者：在开展关心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工作的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
困难？

李云：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打开这
些孩子的心扉。就拿星星来说，我第
一次去她家走访时，在屋外和她的爷
爷奶奶了解情况，她就躲进了房间，
过了很久才肯出来，也不主动说话，
一直低着头，你问几句她才答一句。
另外，我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星星以
前在学校比较内向，从不主动参加活
动，也不愿意交朋友。这是大多数留
守儿童都存在的问题：对自己缺乏自
信，对周围人不信任，缺乏安全感。
如果无法让他们打开心扉，改变封闭
的状态，更别说引导他们好好学习、
健康成长了。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帮
扶不仅仅是给予物质帮助，更重要的
是融入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
重塑精神世界，为他们指引方向，点
燃他们对梦想的渴望，从而激励他们
奋发学习，走出大山。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一场长达 24
年的接力？这项工作带来了哪些改
变？请举例说一下。

李云：中国有句古话，“勿以恶小
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做的
这些事或许微不足道，但却有可能改
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一开始，星星和我也很疏远。后
来，我去开家长会，放学后上门辅导
她写作业，和老师沟通她的学习情
况，还会和她奶奶叮嘱生活上的注意
事项……差不多过了 3 个多月，有一
天，在她家讲完作业，我和她奶奶正
在交流她最近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
候，星星悄悄跑过来，轻声喊了一声

“李爸爸”。等我反应过来，她早已跑
不见了。这一声“爸爸”，让我既感动
又欣慰。

和星星同班的小玲珑，是前任所
长骆阳的帮扶对象。虽然已经调离了
水田，但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回来看看
小玲珑。建立起来的情感是不会断
的。现在，小玲珑还是会经常给骆阳
写信，有什么心事都会告诉他。这些
孩子一天天变得开朗，学习不断进步，
家里老人省心，外出务工的父母也放
心，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这就是我们工
作最大的收获，也是最有意义的改变。

梦想
托举一粒会开花的种子

记者：请你从基层民警的角度，分
析一下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在化解
社会矛盾不稳定因素中发挥着怎样的
作用？

李云：从基层民警的视角来看，关
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不仅是社会治理
的人性化实践，更是预防和化解基层
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农村留守儿童
大多家庭条件困难，部分来自单亲或
离异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
和家庭矛盾。我们在开展帮扶工作
时，会优先选择此类家庭进行跟踪帮
扶，化解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通过“警
校联动”“警务+”等创新机制，我们将

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深度嵌入基层治理
网络，这样做，既能填补留守儿童的情
感缺失，又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过程，实
际上是在修复社会治理的“毛细血
管”，有效降低了治安案件发生率、留
守儿童集中区域治安警情以及校园周
边的矛盾纠纷。

这背后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深层逻
辑：当我们的处警模式从单一执法向
服务型执法转变，当工作重心从治理
末梢向治理前端延伸，当每一条情感
纽带汇聚成河，一定程度上，我们就能
重塑这些孩子的命运轨迹。我们也希
望社会各界关心关注这个群体，合力
将爱和关心转化为解决现代社会治理
难题的精神力量。我们相信，对弱势
群体投入的善意，终将转化为社会稳
定的治理红利。

记者：我们了解到，你在学校讲座
中设置了关于梦想的话题，希望大家
通过改变自身实现走出去，这其实是
希望农村留守儿童在物质条件和认知
层面都能有所突破，对吗？

李云：我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
的，通过努力读书才走上了现在的工
作岗位。设置关于梦想的话题，是因
为我不仅希望呵护农村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更希望尽我的一点绵薄之
力，激励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树立目标
并不断为之奋斗。我希望他们将来
不是迫于生计才走出大山，而是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
重超越。在那场讲座上，星星还有班
上好几位同学都说他们以后想当警
察。我不确定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但
如果真能在留守儿童心里种下一颗
梦想的种子，等它破土而出时，或许
就能长成守护一座村庄乃至整个社
会的力量！

对话李云//24年接力，“警察爸爸”缝合乡村裂痕
记者 谭光吉 曹阜金/文 通讯员 向元松/图

2025年3月4日中午12时，弥漫在赤水河
畔威信县水田镇山间的雾气还未完全散去。
潮湿的雾气中，纵横交错的山路若隐若现。90
年前，中央红军正是踏着这样的晨雾进入云
南，在水田寨留下一串泥泞的脚印。90年后的
今天，一条硬化的水泥路上，12 岁的星星（化
名）攥着威信县公安局水田派出所所长李云的
衣角往家走，脖子上的红领巾像一团倔强的小
火焰，仿佛要将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照亮。

水田镇95%的青壮年外出务工，只留下孩
子与祖辈相依。当城市谈论“空心化”时，水田
派出所的民警和辅警正用24年的接力，填补着
另一种“空心”——他们被3800余名留守儿童
亲切地唤作“警察爸爸”“代理妈妈”。

丁零零……下课铃声打破山里的寂静，星
星离开教室跑向等在校门外的李云。

“李爸爸！”星星大老远就对着李云喊道。
星星就读的水田小学离家约3公里，在这

条蜿蜒平整的回家路上，李云叮嘱星星：“只有
3个月就要小升初考试了，我给你买了几套模
拟试卷，做完我要检查的。”“头发要扎好，这样
才显得有精气神，在家里要帮爷爷奶奶做点
事。”星星是威信县水田派出所重点关注帮扶
的40名留守儿童之一。在她2个月大时，父亲
不幸去世，后来母亲改嫁并外出务工，她就一
直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由于长期缺乏
父母的陪伴和关爱，星星变得敏感内向，在学
校不爱说话，也不爱交朋友，学习成绩一直难
以提高。

2022年冬天，当李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
门时，只见女孩蜷缩在墙角，作业本上的字迹
被泪水浸成墨团。在多方了解小星星特殊的
家庭情况，尤其是得知父爱的缺失导致孩子性
格愈发孤僻后，本就承担着8名留守儿童帮扶
任务的李云，主动从女辅警陶聪敏手中接过对
星星的帮扶工作。

此后两年，这位“警察爸爸”用近乎笨拙而
执着的方式修补着孩子心中的裂缝。只要有
时间，李云就会去学校接星星放学，蹲在土灶
边辅导她做数学题。家长会上，他的小本子记
满了老师的叮嘱。自从有了“李爸爸”的陪伴，
星星渐渐变得开朗，还在学校交到了好朋友。
今年2月，星星再次获得“进步之星”的荣誉，这
是她人生中的第二张奖状。兴奋之余，她用铅
笔在本子上画下紫薇树，还有戴着警帽的“李
爸爸”和自己。

事实上，自2001年起，时任威信县公安局水
田派出所所长的邱刚和民警在走访时就发现，
长期缺乏父母陪伴的农村留守儿童很大程度上
会面临情感缺失、教育资源不足、安全风险突出
等问题。此后，9任水田派出所所长接续率队，
开启了一场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爱心接力。

2012年，威信县公安局水田派出所开展了
留守儿童“一对一”帮扶服务。11年间，水田镇
有135名留守儿童先后在“警察爸爸”和“代理
妈妈”的关爱下茁壮成长。此外，在“一对一”
帮扶的基础上，水田派出所通过集体帮扶、结
对帮扶等方式，联动妇联、爱心企业等开展“守
望乡村”行动，累计帮扶留守儿童3800余人。

在威信县公安局水田派出所的办公室里，
几本略微泛黄的《留守儿童帮扶台账》铺展开
时光的褶皱。那些被帮扶的孩子，如今有的已
经当上老师，有的成为医生，还有的即将参加
今年的高考、中考。

2021年9月，水田派出所被民政部授予“全
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

2022年底，28岁的李云担任水田派出所所
长。那时的他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已经
在学习如何做好一名“父亲”。

2025年3月4日14时许，在星星家里，李云
拍下贴在客厅墙上的“进步之星”奖状，而他的
手机屏保正是一岁半女儿的照片。这一刻，期
待与责任重合，两种父亲的身份相互交织。这
位“90后”警察在缝合时代的裂痕时，又为社会
增添了一份温暖。

◀水田派出所的民警和辅警用
24 年 的 接 力 填 补 着 一 种“ 空
心”——他们被3800余名留守儿童
唤作“警察爸爸”“代理妈妈”。图为
李云和孩子们互动。

▶2021年9月，水田派出所被民
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图为“警察爸爸”入户走访。

▶“警察爸爸”用近乎笨拙而执
着的方式修补孩子心中的裂缝。图
为李云和孩子们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