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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杭州上城区公安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大门边的办事办证中心，每天一开门，

来办事的市民就鱼贯而入。窗口前的工作人员，个个熟练地办理业务。

其中有位女民警气场十足，每当有疑难问题出现，她都第一时间来解决，

就像医院里经验丰富的老专家。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合杭州市公安局共同举办的“湍口温泉杯·第九届杭

州市十佳亲民警察评选”，今天就来讲讲户籍民警陆志武的故事。

水性不好毅然跳进急流，救人是他当时唯一的想法

遇到有人落水，但自己水性不好，怎么救？

去年 5 月 20 日，一男子跳进新安江。新安江水流湍急，许多专业游泳

运动员都难以横渡。

舒聿惇接到报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下着大雨，天色又暗，有个下水救

援的男子一个劲摆手：“水流太急，救不了救不了！人已经被冲走了！”

舒聿惇却一下子跳入江里，岸上同事用手电帮他指引方向。其实舒聿

惇才刚刚通过公安局的50米游泳考核，水性并不好。

他游了几分钟，在江中心看到了轻生男子，大声向他喊话。可男子并不

配合，说不需要救援。

雨越下越大，水流越来越急，眼看男子又要被冲走，舒聿惇从身后紧紧

抱住他，江水把两人一起往下游方向冲去。

舒聿惇一边游一边劝男子，坚持了约 15 分钟，终于将男子救上岸。事

后，他也后怕⋯⋯但当时他只想着“这样的情况，警察不救人那谁去救人”。

舒聿惇身材高大，心思也很细腻。

“我年纪大了，找不到家，太麻烦人了，不要活了的好！”

“老奶奶，千万别这么说，您要给大家做榜样，努力活成第一名（最长

寿）⋯⋯”

这是今年 6 月 1 日发生在建德街头他和 100 岁吴奶奶之间的对话。那

天上午，老人出门想去寻找年轻时吃过的一家馄饨店，结果迷路了，有人报

了警，舒聿惇立即赶到现场。

他试图询问老人信息，可老人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住址。舒聿惇捕捉

到了吴奶奶的情绪变化，用温柔的话语告诉吴奶奶要做大家的榜样。最后，

吴奶奶在他的陪伴下回到了邵坑坞的家。

手机微信群超过60个，直接面对辖区上万居民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与社区居民关系越紧密，从事纠纷调解、社区警务、

打击办案等执法工作时就会越顺畅。

舒聿惇手机里的微信群早已超过60个，可以实现与辖区上万居民直接

对话。一旦辖区有重要警情，舒聿惇会第一时间群发，提醒群众做好防范，

年均发送各类信息上万条次。

拥有这样数量的微信群，对舒聿惇来说，意味着即使大半夜，也要在那

儿捣鼓手机，比如解决纠纷，比如提醒防诈骗。

他基本不会开静音，半夜里有消息提示，总会影响睡眠质量，尽管有时

候只是一条普通的 App 推送。对此，舒聿惇的爱人总是很心疼，心疼他睡

不了整觉，担心他的健康。

他却解释说：辖区里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我要负责的，有微

信群与他们连接，就是最好的方式。

从警 24 年以来，舒聿惇一直在基层工作，一路走来，风雨兼程，没有豪

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一心一意为他们办实事、解

难题，为维护辖区的和谐稳定兢兢业业、默默奉献。

本报记者 边程壹 通讯员 余炫 傅宏波 石雷钢/摄

建德民警舒聿惇
手机里至少有
60个微信群

本报记者 杨一凡 通讯员 傅宏波 陈奇 郑凯文

10秒就能看出对方来办什么业务，怎么做到的

陆大姐坐在记者对面，自然地保持着平常窗口服务时的笔挺坐姿。

当警察是她小时候的愿望。1985 年，她如愿考上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

1987年毕业，“我其实想当刑警，冲锋在一线。”她说，但因工作实际需要，她做

了户籍民警，一干就是30多年。

在户籍窗口这么多年，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个人踏进我们户籍室门

口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要来办什么类型的业务，知道他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什

么。”为什么10秒就能做到？陆大姐说，看手就能知道。

“手上啥也没有，肯定补身份证。如果是律师，会拿着介绍信和委托书等

材料。来办户口的，基本背着包或者拎着袋子，因为有房产证等，带的材料比

较多。碰到在取号机前发呆的，基本就是走错门了，要到派出所里面的前台办

理业务，比如要打无违法犯罪证明。”

陆大姐把户籍窗口的工作比作医院门诊，“普通门诊其他窗口工作人员

看，疑难杂症都归我，我看专家门诊，还要统筹所有窗口的事情，要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遇到难题，要及时过去疏导。”

有人办事不顺发脾气，她常能找到解决之道

铁打的窗口，流动的办事群众。在这个岗位上，陆大姐见识过形形色色的

人，他们可能带着100种心情来，甚至有时莫名对窗口工作人员发火。

那天，户籍室里就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 30 多岁的男子来办业务，没说

两句就嚷嚷起来。

陆大姐快步走来了解情况，原来是因为家庭遗产分配，男子前来打印一些

家中长辈的户籍资料。其中有他太爷爷辈的资料，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打不出

来，男子立马火了。

“一般听到事情办不了，来办事的人心都会拔凉拔凉，我们再怎么解释，对

方也往往不能理解。”陆大姐说，“一不理解就容易发火，但如果告诉他，虽然我

这里办不了，但你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办，这样就会好很多。”

随后，陆大姐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男子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去找资料，比如

通过爷爷奶奶的兄弟姐妹相关资料或者其他一些可能的手段。男子听了完全

没了火气，道谢后离开窗口。

群众发自内心的感谢，让她感觉工作很有意义

在户籍警的岗位上这么多年，陆大姐见证了杭城人身份证、户口本上的每

一次变化：身份证号由最初的15位升级为18位；用印刷和照相翻拍技术塑封

的一代身份证到内置非接触式IC卡智能芯片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从靠两条

腿、一支笔、一家家上门核对询问户籍信息，再到如今电脑操作准确快速⋯⋯

“一个孩子出生到长大，再到脱离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房单独立户，再到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再到最后生命归零，一生体现在户籍窗口上。我们窗口

每天接待的人很多，对我来讲比较快乐的事情是，每当办事老百姓的问题解决

后发自内心的感谢，总会激励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她说。

第九届杭州市
十佳亲民警察评选

湍口温泉杯湍口温泉杯

说完“资深警花”的故事，再把视线转向建德——新安江派出所社区民

警舒聿惇，今年45岁，从警已逾24年。

他手机里存着不下 60 个微信群，有时大半夜还在回消息，有人说他像

客服；抓过小偷，也曾跳新安江救人，有人说他是英雄；遇上迷路的老人，他

一步不离护送回家，有人说他亲如老人的儿子⋯⋯各种各样的“身份”下，他

始终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只为不辜负身上这身警服。

“资深警花”陆志武
进门10秒
就知道来办什么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