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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路与伏牛山路交叉口向西约5米路北，通
信交接箱门锁损坏。

泾河路与宝塔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20米路北，
绿地城工地围挡绿网破损。

井冈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向西20米路南，交
通护栏脱落倒地。

九龙山路与嘉陵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20 米路
西，古城村卫生所墙上的广告破损。

一条村路，陈晓磐走了18年，进村
入户访民情，田间地头化纠纷，成为阡
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

一条心路，陈晓磐将真情献给百
姓，像磐石一样坚守在这片乡村，用行
动践行着一颗为民初心；

一条人生路，陈晓磐将最美的色彩
留在乡村，从“橄榄绿”到“警察
蓝”，用不变的赤诚兑现对党忠诚的誓
言。

从漯河市区出发，沿着107国道北
上，来到临颍县的南大门——皇帝庙
乡。汽车下了国道，一条3公里长的乡
间水泥路向前延伸，两旁绿树林立，通
往大袁村。

在这条乡间道路上，陈晓磐已经走
了18年。作为一名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
派出所驻村民警，他走遍了全乡19个行
政村 51个自然村，8948 户人家 11029
处院落。他像磐石一样坚守在这片土
地，被村民誉为“最亲近的人”。“有困
难找晓磐，找到晓磐不作难”成为当地
群众盛赞他的口头禅。

15万余公里
他骑坏了3辆摩托车

近日，笔者走进大袁村，远远看到
蓝白相间的警务室非常醒目。一走进警
务室，陈晓磐就赶紧招呼笔者坐下，说
起话来，脸部肌肉显得有些僵硬。

“没办法，左边脸中风面瘫。你看，
都没有感觉。”说着，陈晓磐用两根手
指捏了捏。

这是长期骑摩托车落下的病根儿。
2000年，29岁的陈晓磐从部队转

业，在临颍看守所干了三年。2005年，
公安系统警力下沉，陈晓磐主动要求到
偏僻的皇帝庙派出所工作，兼任大袁警
务区驻村民警。

大袁警务区由14个自然村组成。那
时，村里条件艰苦、交通闭塞，加上村
民纷争，纠纷不断、案件不断、上访不
断，成为全县治安的“老大难”。当时
没人愿意去驻村，关键时刻陈晓磐主动
请缨、勇挑重担。

刚到村里时，陈晓磐没少作难。陈
晓磐第一次到大袁村走访时，村里道路
坑坑洼洼、泥泞不堪，骑着一辆旧摩托
车还没进村就连人带车摔在泥窝里。陈
晓磐是外地人，村里人对他不熟悉，甚
至家门都不让进。

“群众不认可，我就挨家挨户跑，通
过帮群众解决问题取得了他们的信
任。”陈晓磐说。

为了摸清各村的真实情况，陈晓磐
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全乡19个行政村51
个自然村，走进辖区8948户11029处院
落，了解群众的想法、遇到的难题。他
手绘地图 100多幅，记的笔记有 60多
本，采集基础信息9万余条，全乡群众
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他走访时得知，残疾人袁自成家庭
特别困难，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两个孩
子由于缺少出生医学证明等手续，一直
没能上户口，无法办理医保和低保，甚
至连入学都成了问题。陈晓磐跑前跑
后，帮袁自成解决了孩子入户入学等一
系列困难。袁自成从陈晓磐手中接过渴
望已久的户口本时，眼含热泪说：“有
困难找晓磐，今天我是体会到了。”

渐渐地，“有困难找晓磐，找到晓磐
不作难”的顺口溜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大家对他的称呼也由“陈警官”渐渐变
成了亲切的“晓磐”。

冬去春来，陈晓磐奔走在察村情、
访民情、解民忧的路上，累计行程15万
余公里，摩托车就骑坏3辆。由于长期
骑摩托车入村走访，缺少防护用具，陈
晓磐脸部中风面瘫，腿部患上了严重的
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腿就疼痛难忍，大
夏天还要穿着秋裤。

为了方便群众有困难时联系他，陈
晓磐自费制作了8000余枚“警民连心
结”，印上他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挨家
挨户发给群众。不管风雨飞雪还是白天
黑夜，只要群众求助，他就第一时间赶
到，尽最大努力解决困难。

一开始，村里没人拿这个小小的
“连心结”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半夜，
大袁村一名孕妇出现临产征兆，但她的
丈夫和公公都在外地，家里只有患病的
婆婆。抱着试试的态度，她拨通了陈晓
磐的电话。没想到，陈晓磐立刻联系村
干部找车，连夜把孕妇送到县里的医
院，第二天早上孩子顺利出生后他才离
开。

针对小案件、小纠纷、小隐患、小
难题等，他积极践行“枫桥经验”，成
立了巡逻、宣传等5支队伍，建成了警
民联动调解工作室，编写了农村安全防
范顺口溜等，还积极打造微警务信息网
和治安立体防控网，逐步形成“五步双
网”的警务模式。多年来，他累计抓获
犯罪嫌疑人近 200 人，处理报警求助
6000 多件次，消除安全隐患 3000 多
起。目前，大袁村已是河南省十佳民主
法治村。

为大力弘扬良好社会风气，陈晓磐
还建成“法律道德大课堂”播音室，后
更名为“农村大讲堂”；组建学雷锋活
动小组和“新时代警务志愿服务队”；
自费设立“警务室身边好人评选”基
金，大力开展“好村民”“好乡贤”评
选表彰活动。目前，他所在的辖区已有
101人被评为市、县、乡级道德模范，
两人被评为“中国好人”。

心怀兵之心
将温暖送到老兵心里

走进皇帝庙乡退役军人服务站，一
个房间门口挂的铭牌引人注目——陈晓
磐老兵工作室。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对军人有着浓
厚的感情。”陈晓磐说。

1989年，陈晓磐在老家报名参军到
河南许昌某部服役，成为著名的“杨根
思连”的一员，“三个不相信”精神时
刻激励着他。

“从小我就爱看黄继光、杨根思、董
存瑞等英雄的故事，也梦想成为一名军

人。参军后能到‘杨根思连’，我感到
无上光荣。”陈晓磐说。

到皇帝庙乡后，他成了陈晓磐老兵
工作室负责人和皇帝庙乡退役军人服务
站常务副站长。每逢“八一”等重大节
点，他都会协助漯河军分区和退役军人
事务管理部门举办老兵茶话会、到官兵
家中送温暖。

大袁村村民王自得老人是一名退伍
军人，1969年参军入伍，退伍后在生产
队当过民兵营长。今年“八一”建军节
前，大袁村举行慰问老兵活动，古稀之
年的王自得穿着发放的衣服，高兴之情
溢于言表。王自得老人高兴地说：“这
多亏了晓磐呀！”

在陈晓磐的组织下，皇帝庙乡常态
化开展礼遇老兵、致敬老英雄志愿服务
活动，在“七一”、春节等重大节点，
组织50岁以上老兵举行重温军旅荣光、
传承红色血脉等茶话会；与他兼任政治
思想辅导员的漯河新时代星火志愿团、
临颍爱心粥屋等爱心团队负责人携手，
多次到抗美入朝作战的鲁玉庆、臧顺兴
等老兵家中送温暖。

陈晓磐还充分发挥河南省新时代宣
讲师作用，深入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活动等200余场次，切实让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就这样，他以自己的方式，把皇帝
庙乡退役军人服务站打造成了“军人之
家”“暖心之所”。2022年，皇帝庙乡退
役军人服务站被评为全省“枫桥杯”示
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

情系老幼
自找“麻烦”解民忧

大袁村小学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
这里有一个留守儿童专属“家园”——
大袁警区留守儿童温馨家园，许多孩子
在这里留下了童年的美好回忆。

十多年前，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
题越来越凸显。2009 年，陈晓磐联合
辖区的6个村和5所学校成立了留守儿
童温馨家园，让孩子们假期有地方学
知识、玩游戏。为建好这一阵地，他
多方协调，为“家园”安装空调、通
上网络，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和父母视
频连线。

他还经常到“家园”鼓励孩子们努
力学习、有所作为。“家园”成立至

今，先后有1000余名留守儿童得到他的
照顾。其中，100多人考上重点大学，
十余人考上研究生。

“没有陈爸爸，就没有我们的今
天。”辖区居民小王和小袁今年研究生
毕业，目前均已经找到理想的工作。说
起“陈爸爸”，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小王和小袁是两名留守儿童，曾因
迷恋网络夜不归宿，学习成绩直线下
降，让他们的爷爷奶奶操碎了心。陈晓
磐在走访时得知这一情况后，把小王和
小袁接到警务室，向他们讲清网瘾危
害，两人均表示不再上网。可没过多
久，他们又偷偷溜进了网吧。

陈晓磐把他们找回后，每天与他们
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并准时接送他们
上学、放学，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远离网
络、戒掉网瘾。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
努力，两人成功戒掉了网瘾，学习成绩
也慢慢提升，后来双双考上理想的大
学，大学毕业后又双双考上硕士研究
生。

陈晓磐还时刻关注着孤寡老人的冷
暖安危。自2009年起，每年除夕，他都
在幸福院与老人们一起过年，并自费向
30多名孤寡老人发红包。老人们都亲切
地称他“磐儿”。

“大娘，不要急，我送您去医院。”
2017年春季的一天，陈晓磐得知大袁村
70多岁因家庭重大变故而双目失明的靳
大娘突发疾病后，立即跑到老人家中，
与村干部一起将老人送到县中医院。到
医院后，他背着老人从一楼到三楼，从
三楼到一楼，挂号、检查、鉴定、住
院，来回十多趟。忙完一切后，陈晓磐
才感觉自己的脚刺痛，低头一看，原来
是一只鞋破了，脚趾上血迹斑斑。“要
不是‘磐儿’，我可能就不在了。他是
我的救命恩人啊！”转危为安的靳大娘
逢人便夸陈晓磐。

18年来，陈晓磐扶危济困，各类捐
款累计达25万余元。他对群众很大方，
对自己却很抠，一件西服穿了21年，屋
里的家具也一直未换……

以身涉险
洪水之中显真情

大袁村中心广场上，有一个红色的
消防站格外显眼。为切实提高应急处突
能力，陈晓磐在大袁村成立了村级安全
劝导站并担任指挥员，组织退役军人和
公安干警组成劝导队定期参加培训，经
常组织群众开展演练。

“救生衣、安全绳、油锯、巡逻车等
一应俱全，一旦发生灾害事故等突发情
况，村里的应急救援小组会第一时间采
取救援措施。”陈晓磐说。他还把安全
劝导站工作与“百万警进千万家”、“五
星”支部创建、“三零”创建等工作融
合，为村民累计挽回损失3000余万元。
小小劝导站守护了群众的安全。

2021年7月20日，因连降暴雨，大
袁村北的马沟河发生险情，河水倒灌村
内，村里发生严重内涝。

“ 形 势 危 急 ， 必 须 马 上 疏 浚 河
道！”陈晓磐和王喜林等村干部一边组
织人员疏浚河道，一边跳入洪水中指
挥抢险。“砰”的一声，从上游冲下来
的一根木头打在他的左胳膊上，血当
时就流了下来。他强忍着疼痛，继续
指挥抢险。

由于伤口被雨水浸泡，加上长时间
超负荷工作，他晕倒在地，被群众送到
医院。医生为他包扎伤口后，要他输液
治疗，可他苏醒后立即返村，又奋战在
救援一线。

两天后，雨停水退，当大伙儿为胜
利欢呼时，陈晓磐却再次住进了医院。

扎根乡村 18 年，陈晓磐用诚心、
热心、细心换来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
在警务室门口有一副对联：“进村头出
巷尾法润百姓促和谐 小警务大作为德
融万家保平安”，是大袁村百姓专门为
陈晓磐创作的。其事迹被编成河南坠子
《好民警陈晓磐》、豫剧《知心人》、歌
曲 《好人警官》、微电影 《连心结》
等。

这些年来，陈晓磐先后获得40多项
荣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楷
模、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先进工作
者……但在陈晓磐心里，最珍视的还是
老百姓的口碑。他说：“只要还干得
动，我就会在这条乡村路上一直走下
去，用真情守好老百姓的心。”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稿

“磐”在乡村，用真情守着百姓的心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11
月28日晚，在2023—2024中国
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比赛
中，河南双汇女排主场迎战四川
五粮春女排。河南双汇女排在先
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最终
以3比1战胜对手。

第一局，河南双汇女排进入
状态较慢，四川五粮春女排以
26比24先下一城。第二局，河
南双汇女排在现场球迷的加油声

中逐渐找回状态，抓住对方的失
误将比分反超后取胜。最终，河
南女排连扳三局赢得比赛。

12 月 2 日下午 3 点 30 分，
河南双汇女排将主场对阵天津
渤海银行女排。天津渤海银行
女排是上赛季冠军，本赛季已
经取得了八连胜的成绩，积24
分居A组第一。目前，河南双
汇女排以四胜三负积12分居A
组第三。

2023—2024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八轮

河南队主场3比1胜四川队

本报讯 （记者 张玲玲）
11月25日，西城区新城办联合
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西城大队、
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新城派出
所对辖区大吴庄小区违法占用
消防通道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命通
道”畅通。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小
区公共通道、楼梯、安全出口等
地方堆放的物品进行清理，对拒
不配合的居民开具占用消防通道

违法告知单，予以警告和行政处
罚。“过去，我不知道堵塞消防
通道的危害，现在知道了，马上
就把这些杂物清理掉。”居民刘
阿姨说。

当天，执法人员共清理消
防栓12处，畅通消防通道十余
条。“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宣传
力度，加强常态化巡查，及时
发现和制止占用、堵塞消防通
道的行为，打造安全的社区环
境。”西城区新城办相关负责人
说。

及时整改隐患
确保消防安全

11月21日至25日，2023年漯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走基层 送
健康”系列活动分别在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区举行。本次活动按
照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大纲要求，对各县区的350名业务骨干
进行门球、广场舞、太极拳（剑）等理论与技能培训。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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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女排队员王益群突破对方拦网。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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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红
“多亏了这几名保安把我的

孙子、孙女救了上来。过两天我
一定要去感谢他们。”11月 27
日上午，市民杨女士在电话里对
记者说。

记者从市沙澧河建设运行保
障中心了解到，11月26日中午
1点左右，沙澧河风景区澧河保
安大队巡逻队员翟明亮巡逻至白
云山路澧河桥东侧南岸时，看到
远处有两名儿童落水，立
即用对讲机呼叫大队长王
红耀并向儿童落水处跑
去。随后，王红耀和分队
长胡长海、班长张爱民以

及队员张存良、春文轻、谷东喜
陆续赶到并参与救人。张存良看
到落水儿童情况危急，没脱衣服
就跳下了水，在岸上其他人的接
应下将两个孩子救了上来。

在张存良等人施救的同时，
胡长海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
后，漯河医专三附院医护人员赶
到，将两个孩子接走救治。

据了解，在附近游玩的市民
陈会民也参与了救援。

保安合力救出两名落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