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铁骑，他们的
“刀”越尖越敏捷，处置越
快速，对平安的守护越到
位，对人民的柔情就越深、
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就越强。

去年，队员洪煜锋踏
遍南安市区大街小巷，手
绘重点拥堵路段“活”地
图，清晰标注出药店、诊
所位置，服务群众。去年
1月 17日，一名男童从一
辆拐弯的轿车后门滚落
路中，执勤队员陈智谋眼
疾手快，箭步上前抱起男
童，守护稚嫩生命。今年
1月18日午高峰，陈志琛、
陈智谋巡逻发现十字路

口一辆货车冒出浓烟，他
们迅速拿出灭火器，冲上
去寻找火源控制火势，同
时疏散人员、请求支援，
警民联手 5 分钟扑灭大
火。今年 6月 24日，党员
陈永德接警，第一时间为
载有生命垂危病人的车
辆开道，引导车辆避让，3
分钟走完 10分钟的路程，
病人及时就医脱离生命
危险。领队民警、党员吴
桐川在父母病重期间，瞒
着单位和家人，在单位、
医院和家里往返跑，作为
独子不辞辛苦、两头兼
顾，对家人和人民的柔情
没有丝毫差异。

泉州南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补短板、办实事

铁骑尖刀上一线 立体防控守民安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康晓敏 文/图

警灯闪烁，引擎轰鸣，长靴白帽荧光绿
……漫步在泉州南安街头，你时常能看见一
队队威武帅气的交警铁骑，或穿梭而过，或
驻足疏导交通，成为街头靓丽风景。

2019年9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期间，南安市公安局党委审时度势，组
建交警铁骑队伍。一支一警多能、一岗多
责、综合用警的南安立体防控体系尖刀队伍
由此诞生，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成果典范，有力护航“平安
南安”建设。

为锻造“尖刀队伍”，泉州
南安警方借鉴浙江、广东等
地理念、经验，邀请北京、香
港等多地的8名警务实战专
家参与指导，为铁骑队员开
设为期三个月的全封闭、高
强度的“魔鬼”训练，仅警务

实战训练科目就多达22个。
南安还率先引入“红

蓝对抗”处置模式，将学员
分为“红军”和不同组别的
嫌 疑 人“ 蓝 军 ”，进 行 对
抗、控制、搜身及带离等环
节对抗，实现从“少见多

怪”到“见多识广”质的提
升。

实施科技强警，破除
工训矛盾壁垒，采用微信、
云端教学等方式备课，实
现与国内各地教官课程资
源共享。 2020 年 4 月，铁

骑队通过“腾讯课堂”APP
实现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在校学生在线共学《铁骑
查缉布控战术》课程，搭建
交流平台，有效提升铁骑
队员路面巡逻管控、应急
处突能力。

为实现快速反应、敏捷
机动的建队目标，泉州南安
市公安局投入 600余万元，
配备 60部警用摩托车及装
备组建铁骑队，率先在省内
创新“TPTU”（交通机动警

队）模式，依托指挥中心智
慧公安信息化建设，打造精
准快速反应勤务。

目前，该队有警力 36
人，分布在南安中心市区及
水头、官桥、石井沿海三个

重点乡镇，初步实现巡逻防
控、警情处置、疏堵保障、应
急处突、专项打击以及服务
市民等职能。

一年多来，铁骑队员累
计巡逻 9.5 万公里，疏导交

通拥堵1000多次，街路面警
情主动发现率比升近 69%，
为救护车、消防车开辟“绿
色通道”70多次，完成各类
安保 50多次，救助群众 100
多起。

三个月封闭锤炼 锻造尖刀队伍

执勤一年多来 救助群众百余起

铁骑柔情守护 温暖一城人民
铁骑队开展路面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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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泉毕业于北京交
通大学信息安全专业，
2018年，他辞去北京工作，
回到家乡泉州发展时，共
享单车刚入驻泉州不久。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全新
事物，应该会有比较好的
发展空间，便主动投简历，
申请成为哈啰出行的一名
运营管理人员。

陈永泉一开始负责
鲤城区域的运营管理，鲤
城多背街小巷，他的任务
是每天对负责区域的共
享单车进行巡查、换电、
现场维修、找失联车、超
区车，从早到晚穿行在古
城大街小巷，对城市里的
共享单车进行全面排查，
每颗螺丝、每个链条都是
他关注的对象。

调度、巡检、维修、充

电、找车、换电……为了熟
悉每个工种，陈永泉用了
半个月时间全身心投入学
习，他每天的工作强度很
大，光换电池，一天就要换
200多个。刚入职时，泉州
正值 10 月，天气依旧炎
热，不一会儿他的衣服已
全部湿透。半个月时间
里，他一步一个脚印，踏出
了对古城街巷的深厚情
感，而这份感情，也催生了
他对维护城市单车秩序管
理的强烈责任感。

不管什么工作，想干
好都是不容易的，共享单
车运维员这种户外型工
作更不例外。盛夏高温
里，没走几步就大汗淋
漓；冬日寒风中巡查，手
更是冻得僵硬。“冬天晚
上很冷，手冻得失去知

觉，电池都掰不开。”陈永
泉说。当时，为了方便用
户一早就能使用到正常
车辆，他经常需要在路面
给车辆储换电至深夜两
三点。而即使在这样忙
碌的情况下，他仍挤出时
间，持续加深学习运营管
理知识。

“之前在互联网行业
工作，长期以坐班为主，
所以一开始觉得运营管
理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
但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陈永泉说。母亲心疼过
他，这三年时间里，他的
皮肤被晒成了煤球，甚至
经常被晒伤脱皮。但陈
永泉却觉得，这一行总需
要人干，且干一行爱一
行，他很看好哈啰未来的
发展前景。

哈啰出行：

做好本职工作 履行一份社会责任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文/图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年轻
人就是陈永泉，和3年前刚加入
哈啰出行时相比，肤色简直是天
差地别。

30岁的陈永泉，是哈啰出行
福建区域的城市经理，平时除了
负责各城市的整体运营管理外，
每天还要奔波于各个城市的现
场。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深刻含义。

夏日骄阳似火，酷暑难
耐。在这样的“桑拿天”里，
陈永泉和他的运维团队成
员们，头顶烈日奔走在厦门
的大街小巷、旅游景区，寻
找违停车辆，抢修故障车，
根据车辆使用情况，实时调
度车辆。

目前，厦门现有哈啰单
车 3.1万辆、哈啰助力车 1.6
万辆。为了全力确保哈啰单
车及助力车的运营服务“不
打烊”，保障市民出行，哈啰
出行配足了180位工作人员，
负责每天在路面上调度巡检

换电等。作为城市经理的陈
永泉，除了合理安排人员外，
还得亲自上街巡视车辆秩
序。他每天6点多就得起床，
先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核
实晚班情况；到了8点，会给
运维人员开早会，听取昨日
运行情况反馈，安排今日相
关工作事项，接着，就得上路
面巡视运维工作落地情况、
路面车辆整体分布情况，同
时对点位区域核查，增补点
位，对路面车况进行检查
等。由工作性质所决定，他
并没有固定的休息区域，偶

尔会在树荫下或公交车站处
歇息。

调研用户骑行体验是他
一天里最期盼的事项，因为
可以听到用户最真切的建
议，及时作出调整，提升用户
使用满意度。这样一天忙碌
下来，也要到晚上12点过后，
才能回到住处休息。如今，
哈啰单车已成为厦门市民日
常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每
逢节假日骑行用户更多，陈
永泉几乎全年无休地坚守在
岗位上，但这位年轻小伙却
觉得越干越有劲。

从基层运营人员做起，到现在成为福建区域的城市经理，因为认真
努力和愿意吃苦，陈永泉只用了三年时间。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他说，
自己虽然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但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以奉
献之心做工作,也是在履行一份社会责任，为城市的美丽做贡献。

每天晚12点后才能休息 全年无休坚守岗位

干一行爱一行 看好未来发展前景

“

陈永泉在巡视车辆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