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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警营坚守的第一个中秋
讲述人：市公安局董家段分局董家段派出所陈耿

中秋佳节，总是与团圆、温馨和思念紧密相连。今年
的中秋节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入警
后的第一个中秋。

入警以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大家齐心协力找
回迷失的老人。看到老人安然无恙回家、家属脸上露出
的笑容时，我的心中是暖暖的，这也让我更深刻地认识
到了警察这份职业的重要性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从警之路。

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在这个大家庭中不
断成长与进步，为守护人民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二个中秋
讲述人：醴陵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周欢欢

今年是我从警的第二年，也是我在警营里过的第二
个中秋节。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中秋节是家人
团聚分享喜悦的日子，但我需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心
里有些想家，但既然选择了人民警察这个职业，就要学
会坚守和奉献。坚挺的制服，头顶的警徽，都代表着一份
承诺和守护。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三个中秋
讲述人：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刑侦大队罗鲲鹏

一身警服，一生责任。作为一名家乡远在 300公里外
的刑侦民警，这是我没能回家的第三个中秋节。

“妈，今年又要食言了，不能陪您过节了，中秋记得
吃月饼!”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注意身体，特殊
的工作性质家人早已习惯。

每逢节假日，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父母的理解支
持，同事的陪伴奋战，也让团圆佳节没那么孤独。我会在
工作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小事，尽全力履行好每一项职
责，全心全意守护广大居民的岁月静好。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四个中秋
讲述人：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刑侦大队刘丁

又是一年中秋至，这是我在警营坚守的第四个中秋
节。作为一名反诈民警，每一次成功阻止一起诈骗案件，
每一次为受害者挽回损失，都让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责任
重大和意义非凡。

因为工作原因，我对家人的陪伴不够多，但我们的
坚守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团圆和安宁。这个中秋，光亮明
月照亮责任，万家灯火映射赤心，愿所有家庭都能幸福
团圆，愿所有亲人一切安好。我将带着这份信念和牵挂，
继续在警营中坚守，为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贡献自己
的力量。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五个中秋
讲述人：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嵩山路派出所彭路涛

一家不圆万家圆，万家圆时心亦圆。对我来说，节假
日遇上值班，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作的常态。今年中
秋，是我坚守值班岗位的第五个年头。

对家人，愧疚是有的，但穿上警服就有一份担当，家
人也相当理解和支持我。对我来说，在花好月圆的夜晚
守护团圆，也是另一种团圆。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六个中秋
讲述人：炎陵县公安局监所管理大队张涛

丹桂飘香，玉露生凉，又是一年中秋佳节。这已经是
我在公安岗位上工作的第六个年头了，也是远离家乡
——安徽淮北的第六个年头。

中秋假期的安全工作更为重要，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和同事们一起对监所内外进行了安全排查、开展消防
演练，用责任与使命，编织起一张安全网。虽然没办法与
家人团聚，但能用实际行动守护监所的安全与稳定，我
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与满足感。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七个中秋
讲述人：茶陵县公安局下东中心派出所陈周祥

中秋月满，花好月圆。回首望去，这已是我第七年在
中秋节值班了。

有个妈妈来报警说小孩子失踪了，当我们找到孩子
把他交给妈妈时，看到了这位妈妈幸福的眼泪，让我觉
得坚守是值得的。后来又有一个耄耋老人报警说被她的
儿子赶出了家门，看到老人家的眼泪，让我有种扎心的
疼。两个母亲不同的眼泪，让我百感交集。中秋是传统的
团圆的节日，百善孝为先，有父母的地方才有家。希望所
有的父母亲都能老有所养，和子女家人一起度过幸福和
美的中秋佳节。

清风送明月 平安“警”相随

我在警营坚守的第N个中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习生/蔡珺洁 通讯员/刘娜

炎陵
公 安 张 涛

(左)在警营
坚守的第六个

中秋。
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周圆 通
讯员/张珂琼） 近日，醴陵市人民法院
速裁团队成功调解了涉及 9 名司机的
运输合同纠纷系列案件，及时高效化
解了矛盾纠纷，取得案结事了人和的
共赢效果。

2022 年 4 月，被告郭某联系运输平
台的原告王某、江某、汤某等 9 人，让其
在线上转运水稳材料。原告王某、江某、

汤某等于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10 月，陆
续转运水稳材料至郭某指定的地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原、被告双方结算运
输费用，并由被告出具了一张证明，载明
了尚欠 9名原告的运输费用。后 9位车主
向郭某索要运费时，郭某一直推脱拒付，
催要无果的情况下，9位运输司机将郭某
诉至法院。

案 件 审 理 后 ，承 办 法 官 仔 细 查 阅

卷宗，认真梳理案情，积极与双方当事
人沟通了解案件具体情况。发现该案
为系列案件，涉及 9 位车主，考虑到该
案事实清楚，争议不大，调解更有利于
纠纷化解，在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承办法官遂组织原被告双方展开调解
工作。

调解过程中，被告郭某表示最近资
金周转困难，并非有意拖欠。承办法官一

方面向郭某释法，告知其拖欠运输费可
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劝谕郭某，
货车司机每天拉货实属不易，挣的都是
辛苦钱，如果是资金周转困难，也应该主
动联系原告，拿出解决方案。最终，在承
办法官的耐心调解下，郭某承诺在一个
月内支付拖欠的运输费用，原告也当即
表示愿意给被告一定的时间，该案最终
得以圆满化解。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习生/蔡珺洁 通讯员/李航

辅警也是警，不同的肩章，一样的担当。
从警以来，醴陵市公安局茶山派出所五级辅警王涛一直扎根基

层，始终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工作。2021 年，他担任
茶山派出所醴娄高速省级重点项目“项目警官”，以情感人、用心融冰，
帮助群众 200 多名，3 年来调解群众纠纷数以百计，被乡亲们誉为“金
牌调解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涛坚持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牢牢把握“零距
离服务群众、多元化解决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三大重点，不断提升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茶山派出所获得全省第三批“枫桥式派出所”命名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年 2 月 9 日，株洲市公安局举行辅警集中授奖仪
式，王涛因立功获奖。

没有捂不热的心 只有没尽到的情

“没有捂不热的心，只有没尽到的情。”这是王涛的口头禅。
群众纠纷五花八门，一般人都觉得化解起来非常繁琐，王涛却对此

情有独钟。用他的话说就是：“调解是防患未然，总比亡羊补牢好。”
2022年 5月底，一宗因“鸡”而起的纠纷差点酿成悲剧。茶山社区一户

村民的鸡房建在他人卧室旁边，鸡粪散发的那股特殊味道让人无法入
睡。当事人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却未能妥善解决。

事情越闹越大，附近村民群起开展口头讨伐，强烈要求鸡房主人拆
除鸡房，可养鸡者却闭门不理。眼见动嘴皮不行，受害村民叫来亲戚朋友
助阵，打算武力拆除鸡房，双方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斗殴案件。

王涛跟同事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通过多次讲事实、讲政策、讲法
规，耐心地给鸡房主人做思想工作。几经协调沟通，鸡房主人终于同意整
改，矛盾成功化解。

近 3年来，王涛参加各种矛盾调解 200余次，现场解决矛盾纠纷 86起。

苦口婆心化纠纷 另辟蹊径解难题

真心为人民服务，百姓都记在心里，这是王涛的现实写照。
今年 6月，王涛就用耐心与关心，成功调解一起打架案件。

“汤师傅最近压力大，家庭也遇到了变故，这件事双方都有不妥的地
方。”王涛苦口婆心做起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在调解中，遭遇汤师傅殴打的当事人仍旧态度强硬。王涛只能改变
策略，另辟蹊径向村委会、镇政府申请帮扶政策，尽一切可能帮助汤师傅
家庭。

一次次诚挚沟通、一声声热忱关怀，终于成功消除了两户人家的隔
阂。在签订调解协议的那天，双方当事人拉着王涛的手说：“王警官，每次
电话听到你的声音，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2022 年以来，王涛积极参与排查化解各类矛盾苗头 78 起，辖区未发
生“民转刑”“刑转命”案件。

“自己人”来了 群众吃下“定心丸”

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把你当家人，王涛是村民眼里的“自己人”。
2021年醴娄高速公路动工以来，王涛的裤脚永远都是土黄色。

“涛哥，我家的牛棚被挖倒了。”“我家鱼塘的水质出问题了。”“我们
村自建的路被施工车辆压坏了。”随着项目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问题不
断浮现。每次遇到相关警情，王涛总是一马当先，第一时间了解村民的诉
求，搞清楚问题起因，然后积极与项目部相关负责人联系解决。久而久
之，每次群众遇到相关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王涛。

有一次项目部在施工时越过了红线，附近村民集体来到施工现场讨
要说法。王涛得知后，火速从城里面赶回来开展调解工作。村民看到他都
像是吃下“定心丸”，笑着说到：“涛哥做事我们信得过”。

2021 年以来，王涛化解企民纠纷 40 余起，有效维护了辖区企业发展
和项目施工的良好治安环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齐卫国 通讯员/龙畅）“我之前在单位食
堂工作了很多年，由于自身原因离了职，就一直失业在家，没想到现在 52
岁了，还能有再就业的机会。真的太感谢泰山路街道的领导，感谢瑞众人
寿保险公司。”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办事处家园社区居民康师傅说到这里，
很是激动。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涉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有效帮扶困难群体精准就业，实现辖区居民积极就业和再就业，扩
大居民收入，提高家庭幸福指数。天元区泰山路街道人大代表们发挥团
队优势，成立了一支爱心帮扶志愿服务队，明确帮扶目标，制定帮扶计
划，精准帮助辖区内中低收入居民增加收入，缓解经济困难，实现家门口
就业、低成本创业。泰山路街道办事处还结合工作实际，成立了“就近就
业、就近创业”爱心帮扶项目对接工作小组，负责对接、落实爱心帮扶项
目小组提出的各项具体工作要求和居民需求。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总经理邹明磊告诉记
者“泰山路街道办事处第一个帮扶项目‘爱心食堂’已于 9月 16日启动，公
司有幸成为首个试点单位，我们将根据积极配合街道做好相关服务。”有
了市场需求，泰山路街道和家园社区全面摸排社区内能提供做饭送餐服
务的困难家庭，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康师傅成了“爱心食堂”项目首
位帮扶对象。

“味道真好！”“康师傅，明天继续炒这个酸辣椒炒牛肉咯！”“再也不
用为中餐吃什么苦恼了。”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们为康师
傅连连点赞。

“‘爱心食堂’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不需要店面，依托自家厨房，就可
以实现就业，真正实现了就近就业、低成本创业。”区人大代表，爱心帮扶
组长李亦武表示，“爱心食堂”项目只是精准帮扶的一次探索实践，接下
来将有更多的帮扶项目启动。整合资源，激活市场活力，尽可能多的帮助
辖区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以低（零）成本、点对点帮扶等方式解决增收
问题。

皎皎明月夜，警心系平安。在这个花好月圆、家国团圆的特
殊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听听株洲公安民警们心中的“警”事。

董 家
段公安陈
耿在警营

坚 守 的 第
一个中秋。
通讯员供图

茶 陵
公安陈周

祥在警营坚
守的第七个中

秋。 通讯员供图

荷 塘
公 安 罗 鲲

鹏（左）在 警
营 坚 守 的 第 三

个中秋。
通讯员供图

经 开
公 安 刘 丁

在 警 营 坚 守
的第四个中秋。

通讯员供图

醴 陵
公 安 周 欢

欢在警营坚
守的第二个中

秋。 通讯员供图

天元
公 安 彭 路

涛 在 警 营
坚守的第五个

中秋。
通讯员供图

“金牌调解师”炼成记

辅警王涛在项目建设现场。通讯员供图

交通执法
理应“谁错谁担责”

齐卫国

近日，一则行人闯红灯致电动车车主
被碾压身亡的交通事故被媒体报道。行人
周某闯红灯穿过马路时，与骑电动自行车
的林某发生碰撞，致林某连人带车摔倒在
对向机动车道内，被躲闪不及的轿车碾压
受伤，周某见状逃离现场，林某于当日抢救
无效死亡。

据 9月 7日《央视网》报道，上海市普陀
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这起交通肇事案
件中，闯红灯者周某被以“交通肇事罪”判
处有期徒刑 2年 6个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周某在人行横道内闯红灯通行，负
主要责任；林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
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轿车驾驶员在绿灯
时驾驶小客车正常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无
需承担责任。

该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交通事故中责
任划分的关注和讨论。

依法裁定才是唯一标准。谁对谁错不
能主观臆断，依法依规做出的最终裁定才
是唯一标准。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相比于

“铁包肉”的机动车，行人属于交通参与者
中的“弱势群体”。于是，在一些交通事故的
责任认定中，也往往给予行人一方更多人
道主义关怀。有些时候，机动车司机明明没
有错，但由于机动车属于“强势群体”，而且
绝大多数购买了交强险，因此不得不为这
类交通事故“买单”。交警部门在处理这类
交通事故时，也往往出于行人是“弱势群
体”，而在判罚时偏向于行人。在这些裁定
的背后，有着令人无法回避的尴尬事实，就
是在以往交通事故中“谁弱谁有理”现象的
客观存在。

“谁弱谁有理”会削弱法治的权威。《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
定，并没有对行为主体作出限定，行人、非
机动车驾驶人都可构成交通肇事罪主体。
这意味着，任何主体只要违反交通规则进
而造成严重后果，都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
的主体。可见，道路交通事故就应采取“谁
错谁担责”的执法标尺，而不是“谁弱谁有
理”的执法标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法院这起案件的判决，确实做到了实事
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维护了法律尊严，也
再次向全社会诠释了法治社会的核心在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强烈信号。法律的
职责本应是让做错事的人付出代价，承担
该承担的责任，绝不是让无辜之人受委
屈，更不能因为自己是“弱者”，就将个人
过失转嫁给他人。让“谁错谁担责”成为交
通执法的“统一标尺”，是对法治精神的最
好诠释。

法院速裁团队庭前调解化干戈

精准帮扶困难家庭“就业+创业”

这个“爱心食堂”滋味“浓”

基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