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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芝强出生在四川省
安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82年10月，18岁的曾芝
强参军入伍，驻守在西藏
海 拔 3500 米 的 雪 域 高
原。在部队服役期间，他
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
秀班长。4 年后，他退伍
回乡，当起了地地道道的
农民。7 年的寒来暑往、
背犁扛耙，让他深深懂得：
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
1993 年怀揣到外面闯一
闯的梦想，曾芝强只身来
到福建厦门，在厦门车站
派出所当保安员，一干就
是10年。

外人眼中，保安员只
是一个普通岗位，但在曾
芝强看来，这是梦的开始，

“保安又咋地，再小的岗位
也能干出成绩来！”为此，
他工作起来格外认真、一
丝不苟。

1995年 11月的一天，
正在安检岗位的曾芝强突
然从屏幕上发现一行李箱
内有一块约 2厘米厚的金
属物。凭着从军时养成的
敏锐，他意识到这块金属
物不是寻常物品，要求开
包检查。对方神色突变，
扭头就跑。曾芝强拔腿就
追，扑上去将此人死死按
住，在其行李箱夹层中查
获六四式警用手枪 1 支、
子弹 10发。经审查，此人
盗窃枪支后流窜多地抢劫
作案 13次，不承想刚到厦
门就落网。

在破获这起特大案
件后，曾芝强被委以重任
到查缉岗位，和民警一
起到实战中去锻炼。从
此，他一发不可收，协助
派出所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1997 年 12 月 6 日，他
查出将 303 克海洛因藏
在裤裆中的旅客；2000年
10 月 27 日，何某在杀害
岳母和侄子后，带着 6 个
连有导火索的“炸弹”准
备制造事端，在厦门站
被擒……

十年磨一剑。10 年
间，这个保安火眼金睛，协
助派出所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 380 多起，抓获网上在
逃人员 237人，获得“鹭岛
神眼”的美誉。

鹭岛神眼“警色”不改护一方平安
从警19年，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公安处曾芝强查破刑事案件200余起，他说“保护

好人民，就是我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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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福建省人
才研究会举办的“2023 年
全省科技特派员高级研修
班”讲座一结束，学员们就
围住了老师高允旺。“勤勤
恳恳扎根基层 40年，从一
个‘门外汉’做到全国闻名
的竹荪种植专家，真的非
常不容易。”一位来自厦门
大学化工学院的科技特派
员激动地说。高允旺则有
些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

“算不上什么‘专家’，不过

就是个‘土专家’。菇农认
可，乡亲脱贫致富，就是我
这么多年工作的动力。”

上世纪 90年代，食用
菌市场上竹荪干品几百元
的高价，让顺昌县大历镇
的农民为之心动。他们买
来菌种学种竹荪，但对竹
荪生物特性了解不全面，
缺乏经验与相应技术指
导，村民种植竹荪产量低、
效益差。那时高允旺还是
一名乡镇经管站干部，常

常进村入户开展科普工
作，一名农户来咨询竹荪
栽培问题，他没能答上来，

“我还记得他转身离去时
的失望感觉”。早年贫穷
的生活经历让高允旺对菇
农脱贫致富的渴望感同身
受：“父母靠着捡猪粪供我
们三兄弟念书，不能让现
在的乡亲们再重复我的贫
穷老路。”

竹荪作为一种珍稀食
用菌，种植短、平、快，当年

种植当年见效，产量高，深
受市场青睐。但尽管田间
地头的竹荪长势喜人，农户
却对他说，“今年竹荪价格
高，要留着拿去卖，自己舍
不得吃。”他感到很难受，
决定走科技助力、产业扶
贫之路，提高产量，“让边
远山区的农民脱贫致富。”

于是，2001 年，他主
动请缨，成了一名科技特
派员。

（下转A05版）

竹荪大王 为民撑起“致富伞”
顺昌县科技特派员团长高允旺，20多年来走遍180多个村推广竹荪种植，带村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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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吕春荣
通讯员 魏志伟
厦门铁路公安处供图

仅凭一眼锁定嫌疑人、爆炸
案在其手中消弭……绰号“鹭岛
神眼”的他，40年来不断书写传
奇：他以“第一的得票数”被评选
为全国首届“十佳保安员”；福建
省总工会打破常规，为他这名非
正式在编工人颁发了五一劳动
奖章，使其成为第一名获此殊荣
的非正式工；2004年1月，经铁
道部公安局特批，他又成为全国
铁路保安员入警的第一人……

他就是南昌铁路公安局厦
门公安处乘警支队四级高级警
长——曾芝强。

从警 19 年来，曾芝强始终
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
参与查破各类刑事案件 200 余
起，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10 人。
他先后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2022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人民铁道卫士、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等称号，获得2次个人一等
功、4次个人二等功，3次走进人
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成为同事和家乡
群众口口相传的榜样。

20多年来，他走遍5省23个县市的180多个村，累计推广70多万亩竹荪，带动老区苏区9万多户种植，人均
增收3480元，带动贫困农户103户368人稳定脱贫，成为农民交口称赞的“竹荪大王”。

他是高允旺，顺昌县科技特派员团长。非农学科班出身的他，却以乡村田野为服务阵地，扎根偏乡40年，
其中当科技特派员22年，“一辈子只干一件事”，致力于竹荪栽培技术创新与推广，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富。

“最开心的事就是，把技术变成农户口袋里白花花的银子，让村民们腰包鼓起来。”高允旺说。

主动请缨“让边远山区的农民脱贫致富”

从戍边军人到车站保
安，从铁路职工到人民警
察，身份上的转变，曾芝强
却从未改变他逐梦奋斗的
初心。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
关头豁得出来。”当先锋、
打头阵，曾芝强总是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

2021 年 9 月，曾芝强
积极响应警务改革要求，
奉调厦门公安处乘警支
队，担任高铁列车值乘工
作。面对新的岗位，他主
动适应、努力工作，结合岗
位实际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积极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了
将自己的工作做法传授给
列车乘警，主动转岗到乘
警支队，把新时代枫桥经
验带上列车，在列车上创
建“曾芝强服务岗”，为群
众提供纠纷调解、护送独
行儿童等服务。累计调解
旅客纠纷 100 余起，寻回
400 余件丢失的行李，护
送 19 名独行儿童安全到

站，为旅客找回 16万元现
金的事迹被网友广泛点赞
转发。

他自筹资金设立“爱
心救急基金”，捐资助困
13万余元，为97名旅客提
供资助，帮助找回走失老
人、小孩32名，帮助4名贫
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他主动把经验传授给
身边的年轻骨干乘警，利
用休班时间到开往北京、
上海、重庆、成都等方向列
车上，手把手开展“传帮
带”活动，将他的查缉工作
法和为旅客群众解难题、
办实事的新时代工作理念
传授给列车乘警，培养了
全国优警苏光明、巾帼文
明岗女子乘警队等先进典
型以及一大批乘警“查缉
能手”。

奋斗四十年，曾芝强
一本初心，“无论是当保安
还是当警察，高铁安全，旅
客平安，这就是我最大的
心愿。做一个好警察，保
护好人民，这是我的信念，
我会一直坚守。”

一片初心 英模精神接续传

2004年，曾芝强被破
格录用为人民警察。穿上
警服的第一天，曾芝强就
深深告诫自己：“我是一名
新兵！要牢记的是差距不
是荣誉，接下来的日子更
不能松懈，还得好好干。”

他主动拜老民警为
师，经常跟在他们身边“拜
师学艺”。他还利用休息
时间去福州，主动找到陈
善珉、方长华等全国公安
英模拜师求学，潜心钻研
查缉犯罪本领，再结合自
己的日常工作探索创新，
很快总结出 2000 余字的

“查堵经”——“人证不符

重点查；假名假址重点查；
边道进站重点查；害怕检
查重点查；财物不明重点
查……”

“打击违法犯罪，是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
曾芝强有这样一个信念，
要用自己的过硬本领，在
厦门火车站这个大量外
来人口往返的“隘口”，将
各种危险拦堵在站外车
下，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南
来北往的旅客群众，让他
们得到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从警 19年，曾芝强查
破刑事案件 200 余起，抓

获网逃310人。
在与形形色色的违

法犯罪人员打交道中，曾
芝强常面对各种诱惑和
考验做到坚守底线。曾
有逃犯拿出万元现金贿
赂他，也有走私分子拿着
5 斤黄金要与他平分，还
有毒犯送上巨款求他“放
一马”。面对诱惑他从不
为所动，朴实的言语可见
他的廉洁品质：“我从小
在农村长大，懂得生活的
不易。日子再难都动不
得歪脑筋，当警察就要对
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无
愧这身警服。”

一双“神眼”让魑魅魍魉显形落网

一身“警”色 练本领、敢担当、守底线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马俊杰 文/图

2023年，在顺昌县大历镇秀吴村，高允旺指导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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