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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平凡坚守中的不凡担当
——“警察日记”摘录

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脚步丈量平安，用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他们，就是人民警察。
翻开他们的日记，字里行间展现出人民警察日复一日的坚守。每一篇警察日记，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却又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些平凡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了守护社会

安宁的强大力量，让义乌这座城市更加安全、和谐、美好。
今天，是中国人民警察节。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记者透过这些不同类型的警察日记，走进他们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人生。

“今天运气好，真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凌晨骑三轮
车往上溪方向流窜的扒嫌，上午十时
路过人民医院时扒窃被当场抓获，系
贵州贵阳人，破了六十元一案。”

“在八号凌晨公交车上发现的三
名流窜割包扒窃嫌犯，中午又在队部
门口发现，比较匆忙往后河街奔去后
又转回，派人跟踪上，最后抓获破了七
十元一案。”

这是义乌公安退休老民警黄昌桂
在1991年10月11日写下的警察日记。两
次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的他早
已年过古稀，回忆起当年的事仍历历
在目。

那年，黄昌桂43岁。“那天真的很
幸运，一天内就破获了两起扒窃案，抓
获4名扒窃嫌疑人。”黄昌桂一边说，一
边指着日记下面的文字表示。这则日记
下面，记录的是他的反扒技巧：“时记
住，观神色，看举止，析疑点，动手抓”。

黄昌桂告诉记者，以前跟现在不
一样，没有监控设备，办案全靠民警日
积月累的丰富经验。他们在路上巡逻
要实时观察周边人员，对可疑人员作
出判断后才能进行抓捕。走路时脚步

频率过快、贼眉鼠眼盯着别人的人，可
疑；到了菜市场不挑菜、来回溜达的人，
也可疑……而这些经验，很多都是靠他
的警察日记记录下来，再反复研究学习
后得出来的。

“参加工作以来，我就一直保持写日
记的习惯，本子也不大，半个巴掌大小，
方便携带。当时，我也是边干边学，一边
在本子上记下案情，一边总结警情规
律。”黄昌桂说，白天他跑现场勘查、巡逻
反扒，夜里回到派出所里反复翻阅，虚心
向单位前辈学习反扒经验。这样过了几
年，他就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抓获
的违法犯罪分子也越来越多。

为了能尽快将窃贼一网打尽，有时
候他们需要在外面跟踪一整天，有时候甚
至还要在寒夜里整宿蹲守，不逮到人决不
罢休。“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出去
巡逻一整天，还是一无所获。”黄昌桂说，
回首往事，警队工作的点点滴滴，都被写
入了警察日记里。现在，再翻开这一本本
日记，觉得蛮有意义。

“上午在小商品市场跟踪，下午回
所……”“今天上午在小商品市场执勤，
抓获嫌疑人两名，下午一直工作至晚上
12点……”1984年，黄昌桂的警察日记，
开始频繁出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字

眼。这一年，黄昌桂被调到了市公安局商
城派出所工作。守护市场平安稳定，成了
他的新任务。黄昌桂的警察日记，一定程
度上也见证了义乌市场的快速发展。

工作越来越忙、事情越来越多，黄昌
桂的警察日记里，有时候只剩下了一两
句话。“忙的时候，真的是连续好多天都
没得空。”黄昌桂回忆，随着义乌市场的
快速发展，义乌的人也越来越多，各种安
全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几乎每天，他都需
要解决很多新的问题。但是再忙，哪怕
只是记个“流水账”，黄昌桂写
日记的习惯也始终没有
落下。

60 本微微泛黄的
警察日记，真实记录了
这名“义乌神探”“反扒能
手”的警队生涯，也记录了
义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这
些年，为了提升侦查工作的
效能，义乌公安探索建立更加
高效、智能、协同的侦查体系，
建设运行刑事犯罪侦查中心，构
建起合成作战、执法高效的刑侦
工作新格局。

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不怕牺

牲，永不退缩，这是黄昌桂这样老一辈刑
侦人的战斗意志。回顾自己的从警生涯，
黄昌桂希望义乌公安的新生代力量赓续
光荣传统，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
作为，投入新时代各项公安工
作，为打击犯罪、服务人
民再立新功。

60本手写的警察日记“义乌神探”的制胜法宝

“5月11日12:25，伊美广场，车损，
两车相撞后私了”“5月11日18:15，青
口石塔头，人伤，协商解决”“5月11日
19:50，廿三里东方红大桥，摩托车相
撞，双方已走掉”……这是交警大队
民警李茂第一天处理交通事故的警
察日记。

回忆当天的情景，李茂至今记忆
犹新。“第一天就处理了 10 起交通事
故，忙得焦头烂额。”李茂说，刚开始，
自己完全就是个“新手小白”。为了防
止出错，也为了给交通事故留个底，他
就养成了写工作日记的习惯。

2004年警校毕业后，李茂来到义
乌公安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
察。2008年，李茂来到交警大队工作。
如今，看着手中的一本本工作日记，他

感慨万千，“这其实是个合订本，2008年
的工作日记，我足足记了五本，一天最多
要处理二三十起交通事故”。

早些年，义乌的道路上多小型交通
工具，由于交通管理不完善，燃油助力
车、摩托车等交通事故多发，勘验任务繁
重。与现在应用数码相机、激光仪不同，
以前每次出警时，李茂都得背个胶卷相
机，带上一把皮尺，赶到现场拍照测量，
然后徒手画下简易版的交通事故现场
图。有时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处理完，
另一起交通事故又在等他了。

“记得有一年正月，我和同事刚在赤
岸镇处理完一起交通事故，两人正打算
一起去吃个午饭，马上又接到指令‘大陈
镇有个新的交通事故’。”李茂回忆，从赤
岸到大陈，那时候要将近两个小时。还有

一次，他在上溪镇的黄山脚下，接到指令
要前往廿三里开元街，赶过去也得一个
多小时。这样的事情，之前经常出现在李
茂的工作日记里。

让李茂欣喜的是，这些年，他手里
的工作日记越记越薄。“就在去年 3
月，我们义乌的机动车保有量突破 100
万辆。”李茂说，在机动车快速增长的
同时，亡人等重大交通事故数量却在
逐年下降。这与日益完善的义乌交通
路网、群众越来越强的安全意识等都
脱不开关系。

这些年，义乌交警围绕“安行、畅
行、便行”目标持续发力，开展交通安全
大会战，高标推动农村道路路口标准化
治理“闪亮工程”，打造全省首个大型货
车全域安全防控平台，完善“卡口+云
哨+移动警务”建设……一项项有力的
举措，提升了群众出行的安全指数。“这
两年来，需要大量现场勘查工作的事故
越来越少。”李茂笑着说，“义乌这座城
市，变得越来越好。”

“说是我的工作日记，但记录的都
是别人的故事。”李茂一边翻着笔记
本，一边笑着说，这一个个有着印记的
平凡故事，组成了他的警队人生。2025
年，也是李茂成为人民警察的第 21 个
年头，“工作日记不会停，我将一直记
录下去，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义
乌这座城市的发展，也记录下专属我
与义乌的故事”。

越来越薄的工作日记 见证城乡交通大发展

“早上，开晨会，检查现场安保工
作，约谈房东；下午，参加培训，安排村
警开展流动人口登记，处理辖区的矛
盾纠纷……”

这是上溪派出所民警王琴良的警
察日记，寥寥数语记录下了一天的工
作。“记录是一种习惯，也方便定期回
顾自己的工作。记下来，就可以知道自
己哪些事情干完了，哪些事情还没有
干。”王琴良说，日记既是记录，也是提
醒：群众的问题，没有小事。

“许多110警情都是纠纷类的，
在我的警察日记里，这些看似鸡

毛蒜皮的小事，在我看来都是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

事。”王琴良觉得，虽说
日常处理的大多是

一些小纠纷，但
处理不好就会

变成大事。
所以，他

总是带着一份耐心，尽全力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不过，记录着王琴良大量工作的，还
是他的政务版企业微信。自去年2月起，
义乌市公安局开始落实“家庭警察”模
式。上溪派出所是全国第一批“枫桥式派
出所”，17 名民警通过企业微信政务版
连接辖区超过5.5万名居民的微信，提供
接受群众求助、线索举报、答疑解惑和防
范宣传等服务事项，将警务触角延伸到
最末端。

王琴良就是“家庭警察”中的一员。
虽是“90后”，但王琴良已是拥有10年警
龄的“老民警”。下社区、走村居、与辖区
群众保持联系，王琴良的微信步数每天
都超过1万步。现在，他在走访过程中都
会通过企业微信政务版添加居民微信。
这样，群众在微信上就能找到他，许多问
题得以提前排解。

如今，王琴良的朋友圈已添加超过
2000 名居民的微信，但他觉得仍然“不
够”。“辖区里面可能有三四万

人，我的目标是80%的群众都有我们的
政企微信。”王琴良说，“通过企业微信政
务版开展反诈宣传、警民互动、重点追踪
关注居民，许多潜在矛盾与风险被提前
排解。因此，尽管每天需要回复很多条微
信，但出警少了，辖区群众安全满意度也
提高了。”

翻看这些聊天记录，王琴良觉得，这
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警察日记。社会
发生了变化，警察的工作也在发生着变
化，工作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以往，打击
犯罪是人民警察服务群众的主要手段，
现在我们立足‘派出所主防’，切实做到
预防在前、化解在小，提升法治化水平。”
他说。

让王琴良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 6
月 23 日，恰好在处理企业微信消息的
他，看到辖区居民吴先生发来一条微信
求助“我不想活了”，随即撤回。这让王琴
良心中的警铃大响，他马上拨打电话，但

吴先生一直拒绝接听。王琴良随即与同
事一起赶往吴先生家。

20 分钟后，王琴良敲响了吴先生
的家门。在征得同意后，王琴良进入吴
先生家中，开始以朋友的方式进行宽
慰。在他的耐心开解下，吴先生情绪逐
渐平复。回到派出所，王琴良仍放心不
下，继续通过企业微信政务版对吴先生
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深度“话疗”。在持
续的开解下，吴先生最终释怀，并给王
琴良发来一条消息：“义乌真是个温
暖的城市”。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是
我们‘家庭警察’的职责。多
一点关心，可能就能阻止
一场悲剧发生。只要能
把群众问题解决好，
花再多时间都值
得。”王琴良说。

“家庭警察”的掌上日记“小警情”连着“大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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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黄昌桂的警察日记。
图图②②越来越薄的工作日记。
图图③③王琴良走访辖区农户。
图图④④李茂李茂手绘的交通事故现
场图。
图图⑤⑤黄昌桂与年轻警察交流办
案经验。
图图⑥⑥黄昌桂的工作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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