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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号角一吹响
他就冲锋在前面

1月24日（年三十），冲锋的
号角吹响。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
分局四里村派出所接到上级命
令，全员上岗，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

1月25日，大年初一，49岁
的王少华照常出现在所里。虽然
离开了部队，但军人的素养没有
缺失分毫，在成为一名社区民警
之时，王少华就为自己立下了准
绳：命令就是责任。

这次，也不例外。
0 . 34平方公里，4500多名

常住人口，2000多名流动人口，
这是王少华所管辖片区的“大数
据”。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抽
屉盒，人口管理、重点单位、噪音
养犬……所有的事被分门别类
规整好，也早已在他的心中规整
好。

疫情初期，任何警情往往会
伴随着无数的可能性，风险也暗
藏其中。

王少华的首要工作就是应
对防疫卡口可能出现的冲突。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侵扰，紧张与
焦虑似乎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蔓
延，最终在某一点爆发，而这一
点大概率都出现在了防疫卡口。

在四里村派出所建设路社
区民警杨红看来，王少华不仅是

永远冲锋在最前面的人，也是永
远将工作都做在前面的人。疫情
防控以来，王少华所在辖区没有
发生强行冲卡、殴打防疫工作人
员等恶劣警情，这与王少华把可
能发生的事情都做到心中有数，
并事先做好预案密不可分的。

“市民过关要体谅复杂的程
序。同样，工作人员也要注意言
辞。”从警18年，什么纠纷没见
过，三言两语酿成祸患的案例不
在少数。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是王少华一直研究的问题。

劝人去留观点隔离
苦口婆心俩小时

辖区人口的摸排是社区民
警的重点工作之一。旅馆是否有
外来人员入住，辖区居民是否接
触过确诊或疑似病例……对于
可能存在的风险，王少华也要跑
在可能性的前面。

1月26日，王少华在巡查时
获悉，武汉返济人员李某入住辖
区某旅馆。旅馆老板说，李某早
就通过网上预订了房间，由于户
籍属于山东省，起初没有引起注
意，直到得知李某近日有去武汉
的经历，赶紧报了警。

涉及疫情的近距离风险第
一次出现在王少华的面前。他驱
车来到旅馆，用手机和李某取得
联系。

李某并不愿意配合，他认为
自己只需隔离几天便可回家。

当局者迷，但王少华可不迷
糊，对着电话苦口婆心，一说就

是两个小时。太阳下了山，气温
降了下来，他在旅馆外的马路边
踱步，从政策讲到家庭，最终李
某终于答应去留观点集中隔离，
王少华终于松了口气，把早已冻
僵的手插进了口袋。

辖区居民的摸排工作更为
辛苦，用王少华的话来说，“都是
用脚跑出来的。”疫情防控以来，
王少华协助街道和居委会摸排
1156户居民，每天一睁眼就埋
头干，甚至不知道当天是周几，
一段时间下来，他偶然间发现鞋
子有些硌脚，脱下来才发现，后
脚掌的位置竟磨出了一个窟窿。

辖区企业老板调侃
“比我们员工还勤快”

在省体育中心有一间“王少
华警务室”，这个以他名字命名
的一级警务室，一直是王少华心
中的骄傲。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后，王少华时常会到警务室来。

如果说从源头上防止病毒
传播有两把钥匙，那么第一把就
是把住街道、小区等重要关口，
第二把就是做好来济工作人员
的信息登记。

英雄山文化市场、新世界商
城、山东省体育中心、华夏齐鲁
文化城……片区大型文化场所
较为集中，随着商家陆续复工复
产，员工的登记、测温显得尤为
重要。

3月5日，省体育中心附近
一家公司复工第一天，王少华便
上门为公司负责人演示如何给

每位员工做好登记。“只需要填
一次，从哪来、现居地……一定
要如实填写。”

目前，辖区的一些商业企业
还没有复工，何时复工也不确
定。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并防控，
王少华每日坚持巡查，发现一处
登记一处，连企业老板都说，“他
比我们员工都勤快”。

忙了一上午，11时30分，王
少华回到办公室，这是他当天第
一次摘下口罩，第二次则是回到
家。

在四里村派出所女警李岩
看来，戴口罩这么长时间现在虽
然基本适应，但每次佩戴耳根后
方都会有刺痛感。

“开始都不适应，喘不上气，
眼镜起雾，戴久了耳朵后边勒得
疼。”王少华喝了一口水，平常戴
着口罩，他连水都不喝，说这正
好省了时间。

冲锋一线，事事跑在前面，请看一位片警的战疫故事

鞋底不知啥时候磨出个大窟窿
又是忙了一个通宵，回

到办公室已经是第二天上午
9时了，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
分局四里村派出所49岁片警
王少华，忘了摘下别在胸前
的数码鹰，穿着湿漉漉的警
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梦
里，他似乎回到了大年三
十——— 那个警钟和新年钟声
几乎同一时间敲响的深夜，
从那天开始，王少华冲到了
战疫一线。登记、测温、规劝、
处置……近两个月来，经常
是连轴转，皮鞋不知什么时
候磨出一个大窟窿。

葛延伸阅读

疫情一定会过去
全家去武大赏樱

王少华的妻子是一名小学
教师，儿子目前在医学院读大
三。疫情发生后，王少华忙于工
作，妻子忙于教务，儿子在家上
网课，一家人的交流看似变少，
感情却升温了。

儿子会时常与父亲聊聊疫
情的发展，“什么核酸、试剂，还
有一些临床经验等，我是实在听
不懂，但是知道他作为一名医学
生也十分关注，这就够了。”王少
华说，治病救人是大事，他希望
儿子以后能学有所成。

王少华血压高，腰椎、脊椎
时常犯病，回家疼得躺不下，平
时走路也都是大幅度前倾，为
此，妻子常常叮嘱他注意身体。
看着丈夫如此拼命，知道他爱吃
大包子，妻子上网自学做大包
子，趁着休息忙了一整天。

结婚二十多年，王少华第一
次吃上妻子亲手包的大包子，一
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眉眼如初
的年代。

王少华的手机里还留着身
在武汉的同学发来的樱花照片。
一家人去年就打算去武汉旅游，
顾虑到孩子的学业，将计划延到
了春节，没想到碰上了突如其来
的疫情。

不过，这份心愿还留在一家
人的心底里。王少华说，目前疫
情的处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并逐渐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相
信病毒最终会被攻克。

“相信到那时候，我们也会
出现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旁。”
王少华坚定地说。

王少华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警务室。

王少华在一家复工商业

网点指导工作人员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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