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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党

90

周年， 展示全市公安

机关和广大民警 “忠

诚、为民、拼搏、奉献”

的良好形象， 市公安

局将举办庆 祝 建 党

90

周年红歌、警歌演

唱会。 图为温县公安

局民警正在排练红歌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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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下发通知

举办庆祝建党 90周年

红歌警歌诗歌选拔赛

阳城警方连破三起贩毒案

努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

全市公安机关“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韩涛、 陈晨、 张巍巍）

5

月

25

日上午，全市公安机关“大走访”开门

评警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副市长、市公

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丁保东在会上要求，全

市公安机关要用新的理念、新的观念，加大

力度、再掀高潮，努力把“大走访”开门评警

活动打造成“群众满意工程”。

会议指出， “大走访” 活动开展以来，

我市公安机关按照市领导提出的 “要把

‘大走访’ 活动融入公安机关的职责和工作

任务中， 通过走访维护社会治安、 促进社

会和谐 ， 并将此项工作常态化 、 制度化 ”

要求， 通过再发动、 再部署， 全市民警达

成共识， 带着问题进行的针对性走访成为

走访工作的基点 ； 通过再摸排 、 再调研 ，

各种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 对不同对象

的广泛性走访成为走访工作的基础； 通过

再宣传 、 再造势 ， 把软走访变成硬任务 、

硬指标， 多样性的走访形式成为走访工作

的基调。 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 在

基层单位逐步创造了一些工作亮点， 积累

了一些典型经验。 定和派出所结合 “大走

访” 实际， 提出的增强常态化走访坚定性、

实效性、 针对性的建议被公安部肯定， 并

向全国推广； 武陟县公安局通过开发建设

“大走访” 信息应用平台， 推动走访群众工

作信息化、 系统运用实战化、 走访活动常

态化的做法在全国、 全省首创； 交警支队

民警张文君在线解答群众疑难问题、 公布

交通管理措施， 搭建起警民沟通交流的平

台； 解放派出所魏丽以社区为家、 把群众

当亲人， 对群众所思所想、 所需所盼了如

指掌， 张文君、 魏丽的做法被推荐到公安

部， 对广大民警开展走访起到了引领作用。

丁保东在讲话中指出，全市公安机关要

紧紧围绕“广大民警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

惠、公安工作上水平、警民关系更和谐”的目

标，在做好“大走访”冲刺收官阶段工作的基

础上，切实完善“大走访”长效机制。 一是要

在提高认识上下工夫，深谙为民之道；二是

要在公安主业上见成效， 恪守安民之责；三

是要在调处矛盾上求突破， 化解民忧之怨；

四是要在便民利民上出实招， 办实惠民之

事；五是要在开门评警上做文章，躬行亲民

之举。

丁保东强调， 从抓具体入手， 营造群

众工作的浓厚氛围。 一是要着重在群众工

作上树立典型， 以典型引路， 加强对典型

的宣传报道和推广； 二是要加大群众工作

的绩效考评力度； 三是要制定群众工作常

态化的机制， 像禁酒令一样， 对群众工作

中哪些行为是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 哪些

行为是不准的， 制定出来 “几不准”， 形成

群众工作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的浓厚氛围，

把 “大走访” 开门评警活动打造成 “群众

满意工程”。

本报记者 高小豹

51

年生死未卜，

51

年长相思念，

51

年苦苦寻

觅，

51

年杳无音信……一位耄耋老人， 怎么也没

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离散

51

年的弟弟

妹妹。

今年

5

月

27

日下午，

86

岁的马村区老宿舍居

民冯绍芝在陕西省渭南市见到离散

51

年的弟弟

妹妹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禁不住相拥而泣。 冯

绍芝更是哽咽着对弟弟妹妹说：“我找了

51

年，都

没有你们任何音信。 如果没有民警王红军跑前跑

后帮我找， 我真以为只能到九泉之下才会与你们

团聚。 多亏了王红军的帮忙，才有了咱一家人今天

的团聚，红军真比亲人还亲呀！ ”

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丽园社区民警王红军陪

在冯绍芝老人身边，看到三个离散

51

年的老人抱

着、哭着，他的眼中也止不住流下了滚烫的泪……

51

年前，冯绍芝是怎么与弟弟妹妹失去联系

的？

51

年后，他们又是怎么找到对方的？ 让记者给

你娓娓道来。

五十一年长相思

今日化做热泪流

从河南焦作到陕西渭南约

500

公里， 驾车全

程高速需要五个小时。

5

月

27

日

14

时许，在前往渭南的车上，冯绍

芝一路紧盯前方，尽管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

但他没有一丝倦意。 “小春，忙妞。 ”他念叨着弟弟

妹妹的小名，自言自语地说，“待会儿见面，你们还

认不认我？ ”

陪在老人身边的王红军见老人有些不安，就

劝慰道：“您老放心吧， 咱再有一个多小时就见到

他们了。 ”

此时， 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赵家院村居民

冯志林的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不仅儿子和孙子、

重孙子们都来了，就连

100

公里之外的

82

岁的妹

妹冯忠英也和儿子、孙子们来了。 “哥哥快到了，咱

早点去接接。 ”已经

84

岁的冯志林早已忘记此刻

正是他的午睡时间， 对妹妹说，“不知道哥哥还认

不认咱了？ ”

15

时

40

分， 载着冯绍芝的车刚驶进赵家院村

口，他一眼就看到站在路边的冯志林和冯忠英，等不

及打开车门，就迫不及待地喊着：“小春，忙妞……”

“哥！”“哥！ ”两位老人应声着，急步上前，一把

挽住刚下车的冯绍芝，抽泣着说：“哥呀，没想到你

一眼就认出了弟弟妹妹……”

“我真以为咱们只能在九泉之下才能相见，谁

敢想还有今天呀……”冯绍芝与弟弟妹妹拥抱着、

哽咽着、念叨着，“

51

年来我都找不到你们，如果

不是民警王红军跑前跑后查找你们的信息， 咱这

一大家子人怎么能团聚呢？ ”

战火一点家园破

自此生死两不知

战火最无情，离别生死间。 冯绍芝

13

岁那年，

与父亲去修武卖煤途中， 双双被日本鬼子抓到山

西大同做苦工。

1944

年，不甘屈辱，冯绍芝从日本

人那里逃跑，几经辗转，于

1946

年回到山西大同。

“当时，父亲已奄奄一息。 如果我回来晚点，只

怕他的命早丢了。 ”回想起那段经历，冯绍芝说，除

了日夜照顾多病的父亲， 他就是倍加想念家里的

娘、大姐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在战火纷纷的年代，

真不知她们是否还活着。

1950

年， 冯绍芝在辽宁沈阳参加人民志愿军

入朝作战，因伤复员。 两年后，冯绍芝和父亲回到

我市山阳区墙南村老家。

1957

年，一个从陕西回来

的老乡捎回冯志林的信。

“爹和大哥被抓走后，家里的生活更是艰难。

两年后，娘就病死在外面，大姐带着我和妹妹四处

逃荒，来到陕西，我在这儿做长工挣钱。”

1960

年夏

天， 当冯志林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墙南村老

家时，流着泪讲述了那段经历。

1960

年夏天，冯绍芝成为我市一名煤矿工人，

这也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夏天。

可是， 因为习惯城市生活的冯志林的妻子不

会种地， 加上几个孩子需要吃的， 在那个饥荒年

代，冯志林全家再次回到陕西咸阳。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

51

年。

民警走访问民愁

千条信息音渺茫

从

1960

年至今， 冯绍芝换了好几个工作单

位，家也是搬了一处又一处。 今年

3

月，在马村区

老宿舍居住的冯绍芝和他的邻居一样， 接到了搬

迁新居的通知。 随后，他和妻子在马村区丽园小区

19

号楼租下一套房子居住。

为了解群众疾苦，今年

1

月份以来，公安部在

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

社区民警都要入户了解群众生活。 “大爷，你有什

么困难可以找我们，只要我们能帮上忙的，一定尽

力而为。 ”

3

月

11

日，马村派出所丽园社区民警王

红军在辖区入户走访时，对冯绍芝说。

民警主动上门服务， 让冯绍芝心里感到暖暖

的。 “

51

年了，不知道姐姐、弟弟和妹妹现在都活

着没？他们过得咋样？ ”他在心里这样想，也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对王红军说，“小王呀，

50

多年来，我

一直有个心愿没法实现，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自

从冯志林走后，他曾暗暗责备自己：如果当时我能

多挣点钱， 让一家人都有啥吃的， 弟弟就不会走

了。 “大爷，你弟弟都有什么特征？ ”王红军问。 “他

叫冯芝林（音），小名叫春儿，今年

83

岁，

1.8

米左

右的个子，左脸有个伤疤……”除了知道弟弟在陕

西咸阳干瓦匠外，冯绍芝对弟弟的信息知之甚少。

51

年来，他曾多次让儿子打听弟弟的下落，至今没

有任何消息。

看到冯绍芝几近乞求的眼神， 王红军低着头

在工作日志上写下他提供的每一个信息。

此后，每当中午下班或晚上休息时，王红军就

从全国人口信息系统和陕西咸阳的人口信息平台

上逐条查询

83

岁老人的个人信息。 可是近一个月

过去了， 王红军查遍咸阳市

83

岁老人的信息，没

有一条能让人高兴起来。 “会不会老人把弟弟的年

龄记错了？ ”王红军想着，将老人的年龄放宽到

75

岁至

85

岁，又对几百条信息筛查一篇，然而“冯芝

林”仍不见踪影。

在近

1000

条信息中都没有“冯芝林”的消息，

王红军很失落。 “

50

多年了，老人说的名字又是记

忆中的名字，可能和户口簿上的名字不一样。 ”想

到这里，王红军几次想放弃，但一想到老人期盼的

眼神， 又一次次坐到了电脑跟前。 盯着陕西省地

图，王红军将查找范围扩大到咸阳周围的西安、铜

川、宝鸡、安康、商洛、渭南等市。

渭水悠悠情悠悠

更得警民一家亲

一条渭河静静流淌， 在陕西留下一个富饶的

冲击平原和美丽的渭南市，随后汇入黄河，与在我

市入黄的沁河水一道，滚滚东流入海。

4

月

7

日，当王红军在查询

1000

余条信息后，

在陕西渭南查找到一个名叫冯志林的人。 “冯志

林，

83

岁，脸上有一伤疤，这会是老人弟弟吗？ ”他

想。

“有点像。 ”冯绍芝看过后，虽然不太吃准，但心

里那种自然而来的情感，让他觉得这个人特别亲。

为了进一步核实对方消息， 王红军拨通了渭

南市公安局向阳派出所的电话。 民警刘颖东接到

王红军反馈的信息后，次日即反馈信息：冯志林的

身世和家庭情况与王红军找的人基本相符。

然而，由于冯志林此时正在医院治病，出于对

老人健康的考虑， 冯志林的家人在一个月后老人

出院时，才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

“找到哥哥了！ ”冯志林噙着两眼热泪，激动地

说，“

51

年了，我让孩子们多次回去打听，都没有哥

哥的下落， 以为哥哥早就不在了……”

1960

年秋，

冯志林回到咸阳后， 举家随其所在建筑公司四处

外出作业， 加上工作单位名称变动和工作人员上

报他的个人信息时不慎填成陕西， 使他与冯绍芝

彻底失去联系。 就在找到冯志林的同时，王红军为

冯绍芝找到了在渭南市白水县生活的妹妹冯忠

英。 只是这时，他的姐姐已在三年前病故了。

为了早日圆老人的寻亲梦， 马村派出所所长

段永忠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专车、专人，在考

虑老人身体状况的同时， 聘请马村区人民医院的

医生随行，于

5

月

27

日护送冯绍芝老人一家三口

远赴渭南认亲。

“老人家，路上注意安全，见到亲人后要注意

身体，要让他们也回来看看咱家的变化！ ”一大早，

段永忠和马村派出所政委张新武前来送行时说。

当天下午， 冯绍芝乘坐马村派出所的专车抵

达渭南后，与弟弟妹妹相互拭去对方眼中的泪，哭

诉着

51

年的思念。 闻讯赶来的《华商报》记者屈研

动情地说：“焦作民警如此关心群众疾苦， 他们像

一家人一样一起享受着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

“如果不是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 ‘大走访’活

动，如果没有民警王红军的热心和执著，我今生都

不敢想还能活着见到你们。 ”冯绍芝喃喃地说，“爹

在

1972

年病死了。我来的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都

盼着你们能回家看看，他们可都是咱的亲人啊！ ”

“回家，一定活着回家看看！ ”冯志林和冯忠英

异口同声地说。 此刻，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这段离

散

51

年再聚的亲情所感动……

编者按 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不仅让民警走进社区了解群众疾苦，也让闪亮的警徽照进

了群众的生活，拉近了警民关系。 群众利益无小事。 当民警了解到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思念离散

51

年的亲人时，那种

与群众感同身受、为老人寻找亲人的故事，在诠释一名民警责任的同时，又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和谐之歌。

警徽照亮的亲情

王红军（左一）和渭南警方民警给老人介绍查

找信息的详细情况。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冯绍芝（左一）和弟弟、妹妹一起看自己的老照片。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马村派出所所长段永忠（左一）和民警王红军

(

右一

)

送冯绍芝老人前往陕西渭南认亲。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红歌飞扬警歌嘹亮 凝聚警心展示辉煌

市公安局部署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型警民互动红歌警歌演唱会

本报讯 （通讯员宋强 、 韩涛 ）

5

月

25

日，市公安局召开会议，部署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型警民互动红歌、警歌演唱会。

会议通报了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公安

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绩效考评结果；传达

了绩效考评计分办法和投稿联系方式；各

单位汇报了红歌、警歌演唱会的前期准备

情况。

会议指出， 市公安局拟定于

6

月

25

日左右，在市龙源湖公园广场举办大型警

民互动红歌、警歌演唱会，届时将组织数

千名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保安、巡

防队员与特邀单位进行互动演唱，现场观

众会达到

5000

人，《焦作日报》、焦作电视

台、 焦作公安网等媒体将现场采访录播，

声势浩大。此次演唱会不仅是为社会各界

群众献上的一份文化大餐， 更是向党委、

政府汇报公安工作，充分展示公安机关和

民警良好形象，体现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

稳定、服务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突出成绩

的平台。 各参与单位要积极准备、加紧排

练，通过举办此次演唱会，进一步凝聚警

心，为圆满完成各项公安保卫任务提供强

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关于公安廉政公益广告创意

有奖征集评选活动的公告

根据公安部和河南省公安厅

关于开展公安廉政公益广告创意

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 结合

我市实际， 市公安局决定向社会

各界公开征集公安廉政公益广告

创意，并开展评奖活动。

一、作品内容

本次征集作品主要针对动漫

类广告创意和

MTV

创意， 内容

包括：（一）宣传廉洁文化：宣传清

白处世、拒绝贪腐的文明理念，崇

尚诚实守信、 爱岗敬业的道德行

为，鼓励公正清廉、遵纪守法的正

义价值， 展示公安廉政文化的重

要作用。（二）弘扬优良作风：弘扬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良风气； 发扬勇挑

重担、努力拼搏、克己奉公、乐于

奉献的崇高精神； 倡导倾听群众

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

苦， 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责任意识、 公仆意识和服务意

识。（三）倡导廉洁从政：树立领导

干部秉公用权、 廉洁从政的良好

形象，倡导坚持原则、自觉抵制腐

败现象、 坚决同不良风气作斗争

的铮铮气节，弘扬一身正气、廉洁

自首的高尚情操。（四）其他：结合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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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热

情讴歌我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

廉工作以及反腐倡廉在促进经济

社会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

二、活动安排

本次活动征集作品的截止时

间是

6

月

25

日（以作品送达时间

为准）。市公安局将组织评选小组

进行作品评选， 入选并被采用的

作品将被授予奖项。 奖项设一等

奖一篇、 二等奖两篇、 三等奖三

篇， 分别奖励现金

5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市公安局将从中筛

选出部分优秀作品代表市公安局

报送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公安部

将从全国各省份报送的作品中选

出优秀作品参加中央纪委举办的

征集活动。

本次活动所有作品须由著作

权人签署授权确认书。（参评作品

要求附后）

作品请寄至焦作市公安局公

共关系部。联系电话：

2281393

；电

子邮箱：

jzgaxck@sohu.com

。

焦作市公安局纪委

焦作市公安局公共关系部

参评作品要求

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廉

政文化宣传，弘扬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的理念。

二、主题鲜明突出，有较强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 能够体现廉政

文化内涵。

三、坚持原创、不得抄袭，创

意作品要求

2010

年

1

月

1

日未

公开发表或被拍摄制作。 因此可

能涉及的肖像权、 著作权、 商标

权、 名称权等问题由参评单位或

个人负责。

四、须提供

PPT

格式的创意

文案 （电子版

1

份和文字版

15

份），并刻录在

DVD

光盘上。 光

盘上请注明报送单位、作者、作品

名称等信息。

五、不得在广告创意文案（包

括文字说明、效果图等）中显示报

送人、制作人等信息。

夏季开窗纳凉

警惕入室盗窃

夏天窃贼爬窗盗窃案件高发， 加上近期夜

间天气凉爽， 不少居民临睡前喜欢敞开窗户通

风纳凉，为小偷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此，警方提

醒广大居民增强防盗意识，采取以下防盗措施：

一是夜间睡觉或平时出门时， 关闭临近落水管

的窗子，反锁房门；二是没有防盗设施的居民家

庭尽量不要开窗入睡； 三是家中不要存放大量

现金及黄金、 首饰等贵重物品； 四是夜间睡觉

前，不要将手提包、笔记本电脑、手机等高档物

品放在客厅或临近窗口的位置； 五是晚上外出

或临睡前，在卫生间或小房间开一盏小节能灯；

六是在厨房或卫生间门上安装外插销， 临睡前

插好插销， 使窃贼即便从窗入室也无法拉开厨

房或卫生间门，阻断其进入其他房间的通道。

另外，居民一旦遇到窃贼入室盗窃，白天发

现后，千万不要擅自进屋，马上打“

110

”报警；晚

上发现后，尽量不要过激反抗，可佯装叫人或者

咳嗽以制造声音，把犯罪分子吓跑，再打“

110

”

报警，切记不要盲目上前抓捕，这样最容易导致

窃贼由入室盗窃转化成入室抢劫， 甚至危及居

民生命。 贾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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