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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茶园飘香“绿叶”变“金叶”

渌口区龙船镇榜头村生态茶叶基
地，种植面积 300 余亩，亩产鲜叶 2000
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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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大学生毛遂自荐

湖南工业大学00后大学生春招向阳江
市长推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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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罗和平

4月 9日，株洲河西天元大桥下，湘江
水暖，草长莺飞，游人如织。

江岸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八大
队（水警大队）的趸船，随着江水起伏。下
午 4点，快艇轰鸣，民警周浩回了趸船。一
个小伙凌晨跳桥轻生，他刚协助专业潜水
团队把尸体打捞上来。

“才 26岁啊，他的父母怎么受得了。”
守望湘江水域十几年，托起数十条生命及
其家庭希望的周浩，依然没有学会“释怀”。

“没给身上的警服抹黑”
报警人打来电话时，是4月9日零点。
电话那端，声音悲痛而急促：朋友为

情所困，喝醉后骑电动车冲上建宁大桥，
从桥中间跳下去了。

接完电话，周浩立马跳上快艇，穿越
夜幕与波浪，直奔建宁大桥而去。

来到轻生者的落水点，周浩用手电筒
的亮光扫过附近每一寸江面、堤岸，仔细
观察航标船、拦水坝、岸边的草丛等处，不
遗漏任何角落，不放过一丝线索。

来回搜救了一个多小时，仍一无所获。
周浩知道，落水者生还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他请报警人做笔录，建议对方：如果条件宽
裕也需要的话，可以自行联系专业潜水人
员继续打捞；如果选择不请，从天气及水文
等情况推断，尸体会在三天左右浮上水面。

忙完回到趸船，已是凌晨3点多，周浩
一挨值班室的行军床，倒头就睡。早上 7
点，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嗡嗡响起，把他
瞬间叫醒。一听是专业潜水团队打来的，
他翻身爬起，赶去协助对方进行打捞。

周浩从江水的流速等情况建议，在落
水点下游 12 米到 15 米处打捞。在这个范
围内，当天下午，潜水团队将跳水者的尸
体打捞了上来。

穿上警服 23 年，周浩有 16 年都在守
望湘江水域，见过了不知多少跳桥轻生事
件。即便如此，看到小伙子苍白肿胀的尸
体，他依然痛心不已，“父母看到他这个样
子，得多么伤心！”

正是为了不留遗憾，为了避免悲剧发
生，周浩一次次冲在前面，让自己快一点、
再快一点，去抓住求助的手、去拉起沉入
水底的生命、去托起一个家庭的希望。

身为一名人民警察，周浩始终在以行
动诠释使命。“只要我看到（他们跳）的，基
本上都救上来了，没给身上的警服抹黑。”
他自豪地说。

曾在9小时内连救3人
最多的一次，周浩曾在值班时连救

3人。
时钟拨回2013年9月17日。
当天晚上7点多，有人报警：株洲大桥

上有人欲跳河自杀。周浩和同事火速赶到
现场水域，一边喊话劝说男子，一边示意
巡警施救，成功将该男子从大桥栏杆外拖
了回来。

次日凌晨 1点半，四桥下有女子在渔
船上哭泣，有轻生倾向。接警后，周浩和同
事分别从水上和江岸奔赴现场。眼看女子
坠江，他纵身跳入江中，一把拽住女子的
手，奋力游向岸边。在同事的帮助下，女子
最终被拉上江岸。

不到 2小时后，“110”再次传来指令：
四桥下发现一具“浮尸”。周浩刚换好干爽
衣服回到值班室，立即又驾驶巡逻艇赶到
现场。正准备打捞时，眼前的“男尸”居然
发出了哼哧声。

意识到男子还有生命体征，周浩迅速将
其拉上巡逻艇，并采取急救措施。男子吐出
几口水后逐渐清醒，但自称跳河前喝了农
药。最后在120的救助下，男子成功脱险。

大约 9 小时，周浩接连救起了 3 条人
命，他自己也直呼“奇迹”。

纵身入江奋勇救人，周浩有如入水蛟
龙的本领，有源自基因的天赋，更离不开
多年的自我锤炼。

周浩出身“水上世家”，爷爷是跑船
的，一辈子生活在水上，父亲自 1973年加
入公安队伍，直到退休都未曾离开过水上
派出所。在他小时候，父亲就经常带他到
江中戏耍，教他水上知识和技能，3岁就会
游泳的他，“天生就是当水警的料”。

2002年，年少时就喜欢偷戴父亲警帽

对着镜子练习敬礼的周浩，终于如愿通过
考试，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两年后，他
接过父亲的“旗帜”成为一名水警。

入水是蛟龙，“上岸”也是勇士。有5年
时间，周浩曾被调入五里墩派出所。其间
多次侦办大要案件，并获“市级优秀政法
干警”等荣誉。

特别是2007年除夕，周浩参与一起抢劫
案逃犯的抓捕时，被嫌疑人父亲挥舞剔骨刀
砍断两根肌腱，右手掌骨骨折。事隔多年，他
的右手仍留有伤痕，也不能完全自如地张开。

长河安澜守望者
从古桑洲到雷打石，30多公里的湘江

城区段流域，水警大队肩负着打击涉水违
法犯罪、参与防汛抗洪、水上救援、实施生
态资源保护等工作职责。

水警大队历史“绵长”，前身是成立于
1951年的株洲市水上派出所，先后隶属于
郊区公安分局、天元分局、芦淞分局。目
前，隶属于株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逝者如斯，周浩见证了湘江两岸与水警的
发展变迁，也将自身锤炼为守望湘江的灯塔。

周浩刚成为水警的2004年，湘江边仍有
大小码头，水运、挖砂、打渔等业态仍然存在，
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甚至催生过刑事案件。

时空变换，大小码头逐渐消失，打击非
法挖砂、非法捕捞、非法排污等行动，让湘

江的水变得更清，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开启后，禁捕退

捕、渔民上岸安置拉开序幕。周浩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用心听取渔民的诉求，最大
限度为渔民争取合法利益，有效保障了退
捕工作顺利完成。

因在沿江群众中做到了有口皆碑，周
浩先后荣获“株洲公安首届身边最美警
察”“市级优秀河道警长”等荣誉。

为防止野泳与溺水，深知湘江株洲段
“脾气”的周浩，和同事连续绘制十大危险
水域地图，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同时，他也
和株洲市湘江义务救援协会等力量加强
联动，一起织密防溺水的防护网。

数据显示，湘江株洲段已实现连续三
年中小学生零溺亡。

作为水警“老兵”，周浩年届五旬，而
这也是整个水警大队的平均年龄。十多年
前的一个冬天，他为救起一个跳桥轻生的
小伙，奋不顾身跳入湘江救人，“即便那时
候年轻，回来后用温水淋浴 10多分钟，身
体才不再麻木。”

心系江河、情系未来，这名“老兵”也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筑牢守护湘江水
域的防线。

涛涛湘江从株洲穿城而过，十六年
里，周浩在湘江水面直面无数人的人生，
只愿长河安澜、万家安宁。

入水为蛟龙 驻岸做灯塔

水警周浩：直面水上人生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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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将拥有
超 材 料 产 业 集
群，光启 905 基
地项目一期年底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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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将拥有超材料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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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传奇 醴瓷大器
在醴陵陶瓷博物

馆，有这样一件镇馆
之宝：它白得耀目、
透得温润，还蕴藏着
一个热血的故事。

视频海报。

芦淞区综治中心积极探索创新

夯实“三夜一保”
主动“找矛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朱东芳

矛盾不上交，隐患主动找。
今年以来，芦淞区综治中心协调多部门，以“三夜一保”

（夜巡、夜访、夜查、保平安）活动为重要抓手，推动矛盾纠纷
化解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排查”转变，为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加强区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注入芦淞实践。

一线收集矛盾风险
芦淞区整合政法部门、街道（镇）及社会力量，组建专业

与义务结合的巡逻队伍，将综治阵地前移至社区街头、群众
家门口。

综治中心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枢纽，深度融入“三夜一
保”活动，有效打破了传统工作模式下信息滞后、渠道单一
的困局。

夜巡队伍动态排查矛盾隐患，夜访人员精准对接民生
需求，夜查小组紧盯重点区域消除风险。

例如，在走访中排查到的山塘修缮问题，经综治中心协
调农业农村、水利部门等，快速响应、推进解决，实现“民呼
必应”。

多元共治促调解
该区构建“专业+群防”协同体系，公安干警、网格员、

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矛盾化解。
今年4月，夜巡人员发现一起因婚恋纠纷引发的家暴事

件，当事人杨某多次施暴并扬言要杀人。事件被排查发现后，
信息迅速上报至区综治中心。区综治中心迅速启动联合调处
机制，组织心理咨询志愿者、律师、社区工作者等，为当事人
提供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服务。经过多次耐心劝导和调解，
最终成功缓和矛盾，取得了良好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效果。

纠纷化解在源头

通过“三夜一保”活动，芦淞区实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
处置。

今年 2 月，枫溪街道某社区发生油烟扰民纠纷，双方
“剑拔弩张”，社区工作人员在夜巡过程中发现后，立即进行
取证并开展协调工作。

区综治中心接到报告后，迅速协调相关部门介入，经过
多次沟通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无独有偶，贺家土街道某社区出现的漏水纠纷，社区调
解委员会灵活采取“先维修后定责”的方案，协调专业施工
队及时介入，不仅快速解决了问题，还促成双方达成维修赔
偿协议，成功化解了邻里矛盾。

芦淞区综治中心负责人表示，“三夜一保”活动已形成
常态化机制，今年以来累计调解矛盾、发现风险隐患近200
起，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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