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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社区工作的这
20多年，天天和群众打交
道的您，是如何走进群众心
里的？

林春兰：要真正走进群
众心里，不仅靠随叫随到，
更要主动作为。刚到社区
工作那会儿，我通过走访观
察，发现社区里老年人很
多，却没有像样的活动场
所。于是，我积极与小区物
业公司沟通协调，最终腾出
了一间老人活动室。我还
为老人们添置了锻炼器械，
不仅让老人们有了一个休
闲娱乐、锻炼身体的好去
处，也让我和大家拉近了距
离，增加了沟通交流的机
会。自然而然，大家也愿意
和我说心里话了。

针对社区曾经盗窃多
发的情况，我意识到仅凭自
己一人的力量难以改变，必
须发动群众、凝聚合力。我
发出号召，很快得到了社区

热心群众的积极响应。一
群老年人主动申请，组成
了福州市首支“夕阳红巡
逻队”，针对案件高发的时
段和地段开展常态化巡
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社区的治安状况得到
了明显改善。

而针对社区开放式小
区多且自行车盗窃案件多
发的情况，当时科技手段又
有限，我绞尽脑汁，想出了
为小区安装旋转铁门的办
法：扛着彩电和自行车的小
偷侧身都过不去，但老人和
小孩用膝盖一顶就能开。

记者：为什么社区群众
都喜欢喊您“春兰姐”，都愿
意和您聊些家长里短？

林春兰：我喜欢群众叫
我“春兰姐”，更希望群众遇
到事情时，第一时间想起

“春兰姐”。每天到社区走
一走、问一问，这是我在社
区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更

是把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化
作脚下不停歇的动力。

正是在一次走访中，我
了解到何阿姨的窘境：早年
丧偶，儿子染上毒瘾曾被强
制隔离戒毒，儿媳离家出走
多年，孙子到了上学年龄却
还没解决户口问题。于是，
我四处奔走、多方协调，终
于帮何阿姨的孙子解决了
户口问题，让孩子顺利入
学。那段时间，我一有空就
到何阿姨家中，耐心地与其
儿子谈心，鼓励他戒掉毒
瘾。在我的悉心帮助下，何
阿姨的儿子不仅彻底戒掉了
毒瘾，还找到了一份工作，重
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记者：您的警务室是福
州市公安局首批以民警名
字命名的三个警务室之一，
请您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林春兰：警务室既是公
安机关与群众紧密联系的
桥梁，也是设在群众家门口

的服务窗口。到大根社区
工作以来，我想尽办法把警
务室建成警民关系“连心
屋”，让它成为社区里一个
温暖的存在。

矛盾纠纷化解是社区
警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我
推出“线上+线下”调解模
式，打造“调解员+志愿
者+律师+民警”一体化联
动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
逐步形成部门联动、分工
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据统计，近 3 年来，警
务室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 380余起，我也成为大家
信赖的“和事佬”。

为了方便辖区群众的
办事生活，我延伸服务范
围，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在
警务室设置了“e福州”自助
服务终端，让辖区群众在警
务室就可以办理涉及公安、
医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等
近百项便民服务业务。

对话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林春兰：

永远把警服穿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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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诚敲开群众心门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通讯员 林珊 陈宇航

4月24日早晨，林春兰像往常一样来到福州
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大根社区，和社区的老朋友们
聊聊天。看到小卖部里正在整理货架的刘阿姨，
她上前问候：“最近生意怎么样，别太累了，注意
休息。”她此刻的话音里多了几分眷恋和不舍。
过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将为她举行退
休仪式。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要提前去城守
前新村底下几个营业时间较长的商铺提醒下，不
要影响孩子复习。”“住在农行宿舍的刘阿姨的老
伴住院了，子女都在外地，去看看需不需要帮
忙。”在警务室里，林春兰把掌握的社区情况、工
作方法，事无巨细地向徒弟王平叮嘱着。

27年扎根社区、坚守一线，她用脚步丈量社
区每一条街巷，把青春融进社区每一寸土地，她
用热爱诠释着基层社区民警的无悔忠诚和为民
情怀。

记者：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公安机关爱民
模范个人、福建省三八红
旗手……荣誉墙上一连串
荣誉熠熠生辉，您说所有
的荣誉都是街坊们用信任
投的票，得用加倍的付出
回报群众的信任。您做好
社区工作有什么好的经验
分享？

林春兰：荣誉只代表
过去，群众的认可才是对
我最大的褒奖。做好社区
工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诀窍，关键就是要用心。
刚到社区工作时，为了及
时掌握社区情况，我自制
人口信息登记表，逐家逐
户走访，并“分色归档”成
纸质档案，构筑起基层治
理的原始数据网。这些数
据成为我日后开展工作的

“活地图”。
渐渐地，我在工作中

用心总结，形成了自己的
工作法——“一二三四五
六”社区警务方法，即社区
警务一理念、调处纠纷两
要点、群众工作三字经、警
务室里四平台、提高见警
率和满意率五渠道、入户
访查六要素。随着科技不
断发展，我又开通微博、搭
建“QQ 警务室”，后来建
立了覆盖 1.3 万名群众的
129个平安微信群，为群众
提供“键对键”的办事咨
询、办事预约、收集意见建
议等服务。

在我看来，社区民警
就是要用脚步丈量社区的
每一寸土地，用千万次叩
门问需把社区警务工作做
得更精细。

记者：几十年的从警
历程，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林春兰：想起那些熟
悉的老朋友，离别的思绪
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初到大根社区，时任社区
主任陈凤芳就拉着我一起

走街串巷。当时，社区里
大多数小区没有快递寄存
点，经常有居民投诉快递
丢失；相关部门对小区进
行景观改造时，施工方和
居民产生过纠纷；还有婆
媳纠纷、电动车随意占道
停放等问题也时有发生。
如今，大根社区治安秩序
良好，邻里关系亲如一家，
智慧小区初现雏形。这些
点点滴滴的变化，都有我
太多的回忆。

“警民鱼水情”不是群
众多送几面锦旗就代表你
的工作到位了，能和社区
居民亲如一家，才是群众
对你最大的肯定。我们社
区民警是群众的“哨兵”，
只有肩上扛着责任、心中
装着群众，社区民警才能
真正把工作做到实处，赢
得群众的信任。

记者：您退休了，有什
么话想和曾经并肩作战的
同事说？

林春兰：每个人都有退
休的那一天，原先我还没有
特别的感觉，临近退休时，
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这
几天我边收拾办公室，边和
我的徒弟王平进行工作交
接。其实他在社区早已能
够独当一面了，但我还想和
他再啰嗦几句，我还是放不
下手头的工作。

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一
些群众的困难没有解决，
原先计划为社区居民争取
的一些便利还没有落地，
也许社区居民还有事情会
联系我。我退休了，但依
然把警服穿在心中。

这些年和大家并肩奋
斗，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
回忆。虽然离开工作岗位
了，但我会一直记挂着这
个大家庭。希望年轻一代
民警能接好我们手中的接
力棒，继续守护群众平安，
维护社会安宁。

记者：您是怀着什么样
的初衷参加社区工作的？

林春兰：我是 1985 年
入警，一直都在机关工作。
曾经也有亲戚朋友跟我说，
女同志还是在办公室稳妥
些。但我在工作中，总想着
离群众更近一些，想多做点
服务群众、帮助群众的事。
1998 年 11 月，我响应组织
号召，选择到基层派出所做
一名社区民警。

记者：当时刚到社区的
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林春兰：刚到社区工作
时，本以为只要自己多付
出，问题都能解决，但初入
社区的现实情况，却没有想
象的那么简单。我发现许

多小区没有物业，而且流动
人口多，治安形势复杂。入
户访查时，有时候明明家里
有人，但就是不给我开门。
说到底，就是群众对我的不
信任。那扇拒人于千里之
外的门，折射出群众对我的
陌生与疏离。直到那一刻
我才明白，要赢得群众的认
可，绝非易事。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
一次调解纠纷时的手足无
措。那日，社区的一对邻居
发生冲突，初出茅庐的我，

“脑袋里一片空白”。关键
时刻，是物业保安出面解
围，才勉强稳住局面。

记者：面对这些困难和
挑战，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林春兰：第一次的调解
经历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
我，也让我深知自己肩负的
责任与面临的挑战。我把
自己“泡”进社区：小区里大
爷大妈闲聊，我凑上前拉家
常；外来务工人员遇上难
题，我热心解答；为了让社
区居民记住我，我印制了一
盒又一盒警民联系卡，走访
时逢人就发。“有事找民警，
随时打电话”——名片背后
这句话是我的承诺。

我这部 24小时保持畅
通的电话，成为社区群众
的“定心丸”。一通电话把
我“喊到”警务室的情形，
上半夜有，下半夜也经常
会遇到。群众深夜给我打

电话，说明他们有急事，只
要群众有需要，我就随叫
随到。

记得 2020 年 6 月的一
个晚上，我接到辖区居民李
女士的电话，希望能到警务
室办理无房证明等相关材
料，以便办理落户手续。我
听出李女士着急的心情，当
即答应马上回到警务室帮
忙。交谈中，我得知李女
士日常工作繁忙，为了办
理落户手续，好不容易请
到了次日的假，但正好缺
少无房证明的材料。为帮
李女士顺利落户，我还帮
她梳理了办理落户手续所
需要的所有材料，全部弄好
后已近深夜。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随叫随到”

“只有把群众当自己人，群众才会把你当作知心人”巧织警民“连心网”

“荣誉只代表过去，群众的认可才是
对我最大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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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兰和同事入户访查跟踪矛盾化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