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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面积 0.91 平方公里的长沙网红打卡
地———橘子洲景区，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日接待游客量最高近 10 万人次。
负责在此值守的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第三治安管理大队的 14 名民警， 春节也
不能休息，自己动手做年夜饭，敲钟时“陪
毛主席过年”……

万家团圆时， 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
《法制周报》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我们代表着长沙的形象”
“天气好时， 游客量是井喷式增长

的。 ”32 岁的民警蔡柳介绍说，橘子洲景
区一直是长沙的热门网红打卡地。第三治
安管理大队共有 14 名民警， 负责维护岳
麓山和橘子洲景区的治安秩序。 往年，从
大年初一开始， 景区接待游客就开始增
多，民警维持景区秩序压力不小。

每年春节， 队里都要求大家轮流值
班， 年轻、 未婚的同事常年在景区过年，
“别人过节团聚时，我们必须守在岗位上”。

30 岁的辅警符珏， 已经有 6 个除夕
夜没有回老家湘潭过年。 去年才结婚生
子的他，因为疫情推迟了婚礼，今年又要
在队上值班，“我们陪毛主席过年，老婆回
娘家过，家里父母有哥哥陪，没事。 ”

每天，队里接待的警情主要以救助流
浪者、走失寻人、投河轻生等为主，警情多
时一天有 20 余起， 少时也有三四起，“有
时找人满景区跑，半天就过去了”。

“景区就是以服务性警情为主，很少
有治安刑事案件。”符珏说，橘子洲是长沙
的名片，处警时，他们会格外注意接待游
客的术语和方式，“毕竟我们代表着长沙
的形象。 ”每天，他和同事们环洲巡逻两
次，共计 16 公里。景区经常捡到游客遗失
的身份证， 担心游客住宿出行受到影响，
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上失主，再邮寄
过去或者通知对方来领，“光元旦节我们
就捡到了二三十张”。

在民警们看来，帮助游客解决燃眉之
急，都是最稀松平常的小事。前几天，一名
望城的老爷爷带着 3 个孙儿孙女来玩，不
小心在景区走散。 符珏帮老人找到孩子
后，老人要塞 100 元给他买烟抽，被婉言

谢绝。

积极救助景区的流浪者
今年 1 月 10 日， 景区保安夜巡时在

一栋废弃的烂尾楼中发现了一名年轻母
亲带着两个孩子露宿楼内， 饥寒交迫，便
将她们带到治安管理大队，“刚到队里，孩
子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

“那天夜里很冷，她一个人手里牵着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怀里抱一个还在吃奶
的婴儿。 ”同为母亲的副大队长靳华不禁
心生恻隐，仔细询问，才知道这位 32 岁的
母亲来长沙找工作未果，又不敢回家。 母
子吃了民警们的加班方便面后，被送到了
救助站。

救助景区的流浪者，是民警们的日常
工作。

去年春节，3 名滞留长沙的武汉游客
无处可去，在景区内游荡。民警们发现后，
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部门，将他们送到了
隔离酒店。

“能在这么美丽的 5A 级风景区工
作，真的很幸运。明年我就退休了，这么好
的日子就享受不到了。”对这份工作，靳华
充满了感激之情。 谈及从警 32 年，20 多
年没在家里和儿子一起过年，靳华停顿了
一会，“对家人的确是满满的愧疚…但这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们和同事见面的时间比家人都

多。”蔡柳说，民警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
活。

做年夜饭陪“毛主席”跨年
那么，每年大年三十，洲上的值班民

警是如何度过的呢？
符珏说，每年大年三十，大家还是一

样的巡逻、处警。 只不过洲上的商店都关
门了，队里的厨师也回家了。 队里的惯例
是当晚民警会自己动手做一顿特别的年
夜饭，厨房有啥食材就做啥。 大家一样吃
得很开心。

今年， 民警们还是跟去年一样过年，
为了应对疫情，除了增加扫码入园、限流、
实名预约等措施外，岳麓分局还调集了几
十名警力前来增援，并在景区人流密集处
开设执勤点值守， 方便第一时间处理警
情，“游客可以在最近的地方报警”。

大年三十快到零点时，民警会和景区
工作人员一起，赶到景区标志性建筑———
毛主席雕像下，在钟声敲响时，给亲友打
电话拜年。这项极具仪式感的传统已经持
续了多年。

说到新年愿望，蔡柳说，还是希望来
年和同事们一起工作顺利。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何玲

过年，承载了无数人对家的渴望。 而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场所里，监狱警察注定
要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坚守岗位，默
默维护着监狱的安全稳定。他们不动声色
地为春节演绎出别样的色彩，用使命和担
当绘就一幅无悔的画卷，用青春和热血谱
一曲忠诚的赞歌。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当省网岭监狱
党委书记、监狱长卢先钰按照惯例到罪犯
食堂巡察伙食情况时，后勤监区正有条不
紊地张罗着给罪犯准备除夕年夜饭。 组织

卸货、入库、清洗、加工、烹饪、配餐、运送、
餐具回收、消毒，这天的工作量是平时的
好几倍。

过年也是罪犯最想家的时候 ， 有些
“三无”罪犯由于缺少家庭关怀，容易出现
思想波动。监狱警察往往会提前注意异常
情况，及时跟踪教育引导，解决他们的思
想问题。

此外，该监狱统一组织罪犯拨打亲情
拜年电话，并组织视频会见，让电话连接
起高墙内外。 值班警察也会现场组织、监
听、记录。

据了解，省网岭监狱在春节期间还推

出“看春晚 、写春联 、下象棋 、卡拉 ok、乒
乓球比赛、心理讲座”等“迎新年 送祝福
话改造”系列活动，各监区在节前就制订
活动安排表，对每项活动的时间、地点、参
加人员、活动内容、责任警察、注意事项都
作了详细安排，确保全面营造更具活力的
良好改造氛围的同时，让安全和年味一样
不少，筑牢践行改造宗旨的基石。

一位监狱警察说，春节不能回家看父
母，此前已经与父母沟通好了，父母都能理
解，自己争取在本月底利用补休的时间回家
团聚。“当上警察穿上警服开始，过年过节值
班就成为了常态，工作之后才是生活”。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许又林 彭
亚平

“喂 ，何 所 长 ，今年
过年我儿子儿媳带着小
孙子到屋了 ， 铁路涵洞
也修好了 ， 这两天你有
没有空来我家喝杯茶 ？ ”
电话这头 ， 贵州省松桃
苗族自治县彭家堡村的
老张发出了 邀 请 。 “老
张 ，我明天过来看你 ，一
起去看看新修的涵洞 。 ”
电话这头 ， 是怀化铁路
公安处松桃站派出所所
长何松菊 。 何松菊和老
张对话中提到的新建涵
洞 ， 就是他为村民们准
备的一份新年礼物 。

渝怀铁路从松桃县
彭家堡村 庄中 穿 过 ，以
前 ， 村民常常横跨铁路
出行 ， 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 2020 年 3 月 ，怀化
铁路公安处松桃站派出
所所长何松菊通过多方
联系沟通 ， 相关部门决
定 在 渝 怀 铁 路 K486 +
680m 处修建铁路涵洞 ，
并在春节前已全部完工 ， 护航当地
村民平安出行 。

2019 年底 ， 何松菊到彭家堡村
这段铁路踏勘 ， 看寨里的一位老人
挑着一担柴火 ， 晃晃悠悠地从一处
铁路开口走过来 ， 伴随着轰鸣的鸣
笛声 ，远处一列火车疾驰而来 ，情况
十分危险 ， 何松菊冲到老人身旁将
他带离铁路，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当时 ，在铁路旁垦田的老张说 ：
“警官 ，这位老人耳朵听不见 ，谢谢
您救了他 。 ” 老张把何松菊领到家
里 ， 二人坐在院坝里攀谈起来 。 原
来 ， 当年修建的铁路将寨子一分为
二 ，家在铁路这一边 ，农田在铁路的
另一边 。 虽然在寨子上头修建了一
座天桥 ， 但寨子里的村民仍要绕行
一公里的路程生产务农 ，极不方便 ，
村民便经常横越铁路 。 老张说，每年
春节 ，大家都担心孩子回家 ，跑到铁
路上玩会发生事故 。

了解情况后 ， 何松菊下决心要
为寨子里的村民解决出行 、 生产难
的问题。 他奔走于铁路和地方单位 ，
说明寨子里的实际困难 ， 希望得到
相关部门的支持 。 正值渝怀二线修
建期 ， 何松菊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自
己的想法 ，经多部门协商 ，在寨子里
为村民修建一处人行涵洞的计划成
功敲定 。 经过几个月的施工作业 ，一
处崭 新 的 涵洞 终 于 在 年 前 顺 利 完
工 ， 之前的铁路开口也被村民们封
闭了 。

农历新年的到来 ， 浓浓的祥和
喜庆气氛弥漫在小寨中 。 老张抱着
孙子和村民一起出入新建涵洞 ，行
走在这条平安路上 ， 大家不约而同
地鼓掌叫好 。 看着村民们满意的笑
容 ，何 松 菊 难 掩 激 动 之 情 ，他 说 ，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 能为老百姓切
实解决了生活问题 ， 是他的职责所
在 。

除夕敲钟时一起陪“毛主席”过年
长沙公安春节期间值守橘子洲景区

湖南省网岭监狱的特殊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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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员在橘子洲景区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