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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刘鑫 刘玉凡

从警9年扎根基层，他充分利用“智
慧”平台治理社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社区管理模式。他穿行在小区楼
道，访遍了辖区4000多位住户，用敬业
换来了万人大社区的平安，已实现1200
多天零发案，他就是城阳公安分局小寨
子社区民警王秀广。面对工作，王秀广
认真严谨创新无数；面对嫌犯，他不惧
危险从不退缩；面对家人，王秀广坦言
无暇陪伴，心中有数不清的亏欠。

■探访
6年记录本摆满整个柜橱

绿树成荫，地面整洁如新，居民们
三三两两地坐在树下乘凉，孩子们的欢
笑声荡漾在廊道上，社区井然有序，平
和而安详。近日，记者来到城阳区小寨
子社区，眼前的这幅情景，就是社区民
警王秀广奋斗六年的成果。
每日早晨，王秀广提前半个小时便

会来到小寨子警务室，开始一天的工
作。当记者来到警务室时，他正伏案办
公，十分专注。52岁的他，脸上永远挂着
微笑，虽然头发花白，但眼神明亮有神，
说起话来干练爽快。他将新一天的工作
安排打印出来，放到警务公开栏里，然
后便开始整理警务资料，放进身后的柜
橱当中。一本本厚重的记录本整整齐齐
地摆在上面，快要摆满了整个柜橱，“这
些是我工作六年来的记录，现在已经有
这么多了。”
随后，王秀广打开手机，在上面处

理新一天的警务内容，“现在方便许多
了，不管是社区新成员的加入，还是社
区居民的反馈，我都能及时在系统中看
到，并第一时间为他们解决。”
王秀广邀请记者和他一起去巡逻。

虽然社区有专门的巡逻队，但他每天仍
会在社区转一圈。一路上，不少社区居
民热情地和王秀广打招呼，其中但凡有
居民向他反映情况、咨询问题，他都耐
心地给予解答。当碰到一些重点关注的
居民时，王秀广也会走上前去主动交
流，了解居民近期家庭生活状况，在需
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创新
密织防护网换来辖区平安

一进小寨子社区警务室，就能看见
门口左侧立着一个大屏幕，上面分为社
区简介、社区动态和便民措施几大板
块，王秀广称之为“明白墙”。点击便民
措施，各种关于民生的措施规定便会显
示在屏幕上，“有了这个，村民有什么问
题就过来查查，如果需要打印，我就通
过电脑直接打下来。”
顺着宣传板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

张警务模式图，上有1名民警、2名辅警
和12名警务助理的信息。这就是王秀广
独创的警务模式———“1+2+N”警务模
式，“N名警务助理是按照各个社区具体
情况来设定的，可以制定符合社区民情
的模式。”
王秀广细心钻研，勇于创新，他自

言平时没事就会思考如何能将社区管
理变得更高效。除了“1+2+N”警务模式
外，他还着力打造了4类网格，一是区域
切块管理，在居民区上建网格，将分散
的七个居民区划分为三个片区，设立了

楼长、单元长，2016年初，又接收了2个
商住小区，形成了4大片区、91个楼座、
329个单元的物业自治居民区切块管理
格局；二是事务分工负责，在社区重点
业务上建网格，针对环境卫生、社会治
安、安监消防三个社区管理重点，建立
了社区书记—社区民警-片长-单元长
的四级业务分工管理体系。三是责任层
层分解，在社区干部队伍上建网格，组
建起一支以本小区居民为基础的精英
物业管理队伍；四是政令快速传达，在
信息畅通渠道上建网格，共组建党员、
治安、保洁、商铺、单元长等五大微信平
台，覆盖辖区内的各类群体、各类业务。
小寨子网格化服务管理体制在华城路
二小区成功复制。

■执着
两年爬楼梯访遍4000余户

王秀广告诉记者，2012年，小寨子
社区是出了名的差、乱、发案高。他受命
调到这里，决定做出一番成绩，“我既然
调到这里，我就想做点实事。”
在小寨子警务室，记者看到了满墙

的房屋统计信息，上面用不同颜色标出
房屋的用途以及房主的信息，绿色的是
村民自住，红色的是出租，白色的是空
房。在电子系统当中，还有详细的住户
信息。王秀广细心地将自住、单人出租、
合租、空房等标注出来，租房人的信息
也详尽地列在表格中。这是他用近两年
的时间，拿着一支笔、一本本子，爬着楼
梯，挨家挨户采集到的。
王秀广介绍，小寨子社区共有一

万四千多人，但常住人口只有一半，数
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给社区治安带来了
严峻的考验。为了彻底改变小寨子的
环境，王秀广决定统计每户人家的房
屋及人口信息。社区楼房没有电梯，这
4471户人家的信息全是他爬七层楼
梯走出来的，常年上下楼给他的腿部
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暗伤，“爬楼爬得，
现在爬不动了，右腿弯不动，已经很难
上楼了。”王秀广的执着与努力终于换
回了成果，至2018年10月12日，小寨
子社区可防范性案件零发案已经持续
了1290天。

■细心
一个眼神揪出逃犯

2009年部队转业后，王秀广来到后
桃林社区参与警务工作。当地有一个工
业园，不少打工者在后桃林租房居住，
社区流动人口大，人员混杂。白天人来
人往，警察难以挨个核实人员数量与身
份，给社区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一日夜半时分，王秀广和同事突击

检查，敲开了一家合租房的门。不大的
房内挤有十几个人，两人逐个进行盘问
并检查他们的身份信息。王秀广环视四
周，突然发现屋中角落有一男子不时地
偷看他，但当王秀广看向他时，男子却
躲躲闪闪，避开了视线。王秀广心中生
疑，走上前去，对他进行盘查，发现男子
说话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王秀广
心中有了底，给同事打了个信号，准备
进一步检查他的身份信息。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我们一摸
到身份证，就知道这个是假的，颜色都不
对。”王秀广捏着身份证，盯着他，继续套
他的话，获知有一女子与他同行，随即对
这名女子进行检查，发现她的身份信息
同样造假。经查证，两人均为网上逃犯。

■英勇
赤手空拳制伏多名醉汉

四五年前的一个夜晚，王秀广接到
市民报警，称有醉汉闹事。他立即和三
名同事赶往现场，发现十几名醉汉手持
棒球棍，将四名男性堵在角落，双方对
峙，火药味浓重，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王秀广一边请

求支援，一边带领三名同事义无反顾地
走过去。这时，双方已经开始你推我搡，
王秀广和同事上前拉架，一名醉汉二话
不说直接举起棒球棍，照着他来了一
棍，他伸手一挡，场面开始混乱起来。混
战当中，一根棍子狠狠地砸在王秀广的
脖子上，打得他一个踉跄，眼前发晕。
他定了定神，忍着巨痛，继续制止

醉汉，直到支援来到，共同将十几名醉
汉制伏。王秀广的脖子青黑一片，同行
四人，均有受伤。在混战当中，辅警的手

机碎了，他们的腰带、衣服等物品也都
发生破损。王秀广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
是心有余悸：“那次太危险了。但是硬着
头皮也得上，要不那四个人很有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工作九年以来，王秀广已
经数不清遇到过多少次危险，但每次冲
在最前面的总是他。

■心声
最亏欠的是自己的家人

王秀广十分关心社区居民生活，在
日常工作时，他经常询问社区居民的生
活状况，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困难，为他
们提供帮助。
多年前，后桃林社区有一位十岁的

女孩，一直跟着姥姥生活，她的父母未
婚生子，导致小女孩十年来落不了户。
王秀广了解到这一情况，想方设法通过
民政部门为女孩解决难题，“当时垫付
了1000元，交了滞纳金，开各种法律证
明，给孩子落下户口，帮助她上学。”
当提起家人时，王秀广冲记者摆摆

手，念叨着：“不提，不提。”当谈到家庭时，
王秀广的眼眶红了。他用双手捂住脸，禁
不住流下眼泪。几年前，王秀广的母亲因
脑出血住院，他远赴外地出差，难以赶回。
虽然抢救及时，从死神的手中将母亲的生
命夺回，但是母亲生活已然不能自理。
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因工

作也难以回家照顾母亲。如今，虽然母
亲已经去世多年，但每当王秀广想起她
时，总会潸然泪下。
国庆节期间，王秀广终于找到了一

个空隙，乘着夜色赶回家，却只能在第二
天清晨，踏上返回的路，“就在家陪老人
住了一个晚上，父亲问我啥时候回，我说
明天早晨，很愧疚。”回家时，王秀广将自
己这些年的工作成果告诉了父亲。
从参军到工作的三十多年中，王秀

广和妻子大多是两地分居，直到 2004
年，他才与妻子和孩子团圆。但相聚的
时间极其短暂，孩子不适应这边的生
活，独自回到老家继续求学之路。
令王秀广欣慰的是，孩子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名校，现已博士毕业。王秀广
开玩笑道：“孩子的优秀，我只有百分之
一的功劳，他是最令我欣慰的了。”

扶危又济难，肉眼辨逃犯
万人大社区，三年零发案
社区民警王秀广扎根小寨子社区，带领居民建起治安防控铜墙铁壁

王秀广检查社区
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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