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故事
“城中村”的

老兵转业当上片警

1月18日，腊月廿七，记者在中韩派出
所见到了 55 岁的片警刘化升。虽然双鬓
略有斑白，但是刘化升的腰板挺直、目光坚
毅，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退役军人的特有气
质，还有人民警察的沉稳、干练和热情，让
人印象深刻。

“我是莒南人，二大爷是一名老兵，小
时候我经常听他的参军故事。受他的影
响，我高中毕业后，18 岁就报名参军了。”
刘化升说，参军后他来到青岛，在部队荣立
过三次三等功，多次受到嘉奖，还获得过部
队技术比武第一名。从军24年后，刘化升
2010年转业，成为崂山公安分局中韩派出
所的一名人民警察。

刘化升先后当过社区民警和 110 民
警。2016 年初，崂山公安分局增设了 3 个
派出所，重新调整中韩派出所的辖区范围

和人员配置。中韩派出所领导考虑再三，专
门找到工作踏实、朴实厚道的刘化升，希望由
他来负责辖区内人员情况最为复杂的“心腹”
之地——中韩社区。

刘化升说，对于中韩社区的情况他早有
耳闻。中韩社区位于株洲路、海尔路交叉路
口，是距离崂山主城区最近、保留崂山县老村
落、尚未被拆迁的 4 个“城中村”之一。社区
里有 1500 多户、3000 多名常住人口，流动人
口是常住人口的 8 倍，是崂山区流动人口最
多的社区，更是中韩派出所辖区中唯一的“城
中村”。2020 年以来因为疫情原因，中韩社
区流动人口有所下降，即便如此，该片区流动
人口数还在1万名以上。这里人口流动大且
快，很多房屋是半年甚至一两个月的短租房，
大部分邻里之间互不相识、早出晚归，有些人
住的还是被前租户转租过N次的房子；社区
里人员复杂，纠纷多，经常因一言不合就发生
争吵，有时还会打架甚至斗殴；社区里很多出
租屋的门窗等设施比较老旧，小偷小摸发案

率高，治安问题较为突出。“很多人一提到这
个片区就头痛。”刘化升说。

尽管如此，当领导找到他时，刘化升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
为警察，也要听从指挥，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努
力去克服。”刘化升这样表态。

2016 年 4 月，刘化升第一次走上中韩社
区的岗位，发现眼前的情况远比他耳闻的还
要复杂：在自发形成的社区商业街上，小饭
店、网吧、小旅馆等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
众多打工者来来往往，信号灯形同虚设；株洲
路边的“马路市场”上，只要有车辆停下，在路
边靠活的人就会“呼啦”一下子围上去，根本
不顾路上急驰的车辆……

当时，刘化升所负责的中韩社区平均每
天发生警情10多起，约占中韩派出所警情的
八成。第一天上班，刘化升带着辅警社区里
步巡了3个小时，重点查看了十字大街、路边
市场、小饭店、小旅馆。巡逻结束后，刘化升
找到了破解之道。

一份特殊的关爱
今年春节前夕，刘化升比以前

更忙碌了。“今年春节情况有些特
殊，疫情防控政策变了，务工人员可
以放心回家过年了，大家却有喜有
忧。务工顺利的，早早返回家乡，准
备过年了；滞留中韩社区的，基本都
是遇到问题或务工不顺利的人，他
们更需要温暖。”

正月初一，早报记者跟随刘化升
一起到中韩社区巡防。“老李、老张，
过年好。今年春节不回去了？”看到
一些务工人员，刘化升热情地跟他们
打招呼。在一些出租房里，刘化升除
了给留青过年的务工者送上节日祝
福，还送去了香肠、水果等物品，并且
留下自己的联系卡，告诉他们，遇到
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自己。

“逢年过节，我们会主动询问一
些滞留人员是否需要帮助。6 年
来，我先后帮助20多名务工者返回
家乡。”刘化升说。

2021 年 6 月 8 日，在入户走访
过程中，中韩村83号房的房东向刘
化升求助，他发现出租屋里的一名
单身老人行为可疑。“我立即前去调
查，经过沟通，得知这位姓王的老人
已经到了喉癌晚期，在青岛没有亲
人。老人提出想见见远在西安的侄
女。我联系了老人的侄女，对方刚
生完孩子。经过多次沟通，一个月
后，老人的侄女来青岛把他接到了
西安。上周我电话回访得知，老人
去年6月在侄女家中病逝了。”

中韩社区有一些外来人员因多
年在外不回家，不仅没有家人的联
系方式，有时甚至个人身份信息都
不全，一旦出事，连个能帮忙的亲人
朋友都没有。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刘化升都会启动多方资源、想尽一
切办法查找线索，联系其家人，帮忙
处理善后工作和相关手续。6 年
来，他处理了近百起这样的事，先后
多次收到家属的感谢信和锦旗。

去年11月1日，刘化升给一名在
中韩社区广场猝死的甘肃籍男子办理
手续时发现，他身上只剩下两元钱。
在跟他的家属沟通后得知，该男子因
为跟老母亲闹矛盾，卖了老家的房子
后四处打工，即使没挣到钱，也不愿意
回家。刘化升得知男子母亲是当地困
难户之后，便主动帮忙跑手续，帮其免
除疫情隔离期间的相关费用。

“每次处理这样的事情，对我内心
的触动都很大。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
那些不愿意回家的务工者听，希望他
们能够想明白，有家才有生活的希望，
亲情永远不能割舍……”刘化升说。

6年来，在刘化升的努力下，中
韩社区的警情大大下降，如今已不
到中韩派出所警情的三成。

聊起新年的心愿，刘化升说，在
新的一年里，首先要把社区治安管
理放在第一位；其次，要更加积极主
动帮助务工人员，特别是为遇到困
难的特殊群体排忧解难。“在分局、
所里的指导下，我想创建一个更加
平安和谐的‘城中村’，让这里的人
们可以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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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高楼之
间，偶尔能看到一大
片高矮不同的平房，
里面有蜿蜒的胡同、
拥挤的店铺、来往的
车辆、行色匆匆的打
工者……这些元素
构成了与现代都市风
格迥然不同的另一幅
画面，它就是“城中
村”。在这里，经常能
看到一抹藏蓝色的身
影，他们就是“城中
村”的社区民警，也被
老百姓亲切地称为
片警。面对流动人
口多、店铺安全隐患
多、邻里纠纷多这
“三大难题”，城中村
的片警们是如何破
题的呢？破题后，他
们又是怎样用智慧
和汗水来守护着一
方百姓呢？

今年是崂山区
的“突破提升年”，崂
山区将全力推进张
村河片区文张、张
村、枯桃、中韩4个社
区和金家岭街道王
家村拆迁，实现村改
“三年任务、两年完
成”。近日，早报记
者走进这4个“城中
村”，探访了 4位片
警的“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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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手绘“作战地图”

对刘化升来说，社区就是自己的“战
场”。“24年的从军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侦察好地形。2016
年第一次巡逻中韩社区，我就是这样做
的。尽管社区里人员流动性大、治安环境
较为复杂，但是房子是固定的，只要画出房
屋的分布图，就可以以静制动。”刘化升说。

刘化升带着辅警走访了社区的各个角
落，反复核实每一处院落、每一个出租格子
间、每一间店铺、每一条胡同。在调查的基
础上，他手绘了一份中韩社区分布图，这就
是他的“作战地图”。记者看到，这张分布
图上，中韩社区的道路、房屋、店铺、单位、
河流等信息标注得十分清晰。

有了“作战地图”后，刘化升又开启了
第二步，以房屋为单位，全面摸清流动人员
的情况。他带着辅警一头扎进中韩社区，
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店铺，调查房屋居住、
租赁情况以及人员信息。

刚开始，一些租房客面对刘化升的调查
有些抵触，不肯多说。一次不行，刘化升就多
去几次；白天租客不在家，他就下班后再去。
上门调查时，他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年纪比
自己大的，就叫一声“老哥”，遇到年纪比自
己小的，就喊一声“老弟”。刘化升最终用了
3个月时间摸清了中韩社区的人员信息。

“中韩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我
负责区域内的人员管理、租房管理、治安防
范、九小场所消防隐患等，这些事情繁琐、

细小、复杂，只有主动靠前，脑勤、手勤、腿
勤，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刘化升
说，经过持续的调查走访，他对中韩社区
589处出租房屋全部编了号，对租客的相关
信息全部建立档案。在排查中，他先后加
入社区微信群20多个，共检查九小场所500
多处，排除安全隐患10多处。一次次的步
巡，让刘化升变成了中韩社区的“活地图”。

多方守护社区平安

刘化升的“作战地图”在社区民警的工
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一次，接到案件协
查通报后，刘化升迅速向部分房东查询近期
的租客信息，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借助“作
战地图”，只花了3个小时就锁定了两名刚刚
潜逃至辖区一出租屋内的犯罪嫌疑人，协助
外地刑警迅速抓获了涉嫌杀人的嫌疑人梁
某、王某。两人被抓后交代，案发后，他们四
处躲藏，没想到，刚到崂山就被抓获了。

去年 7 月，67 岁的江苏人沈先生和女
儿来到崂山区，寻找失联 6 年多的儿子沈
某泉。借助“作战地图”，刘化升联系了一
些房东，很快找到了沈某泉。“沈某泉不愿
意认父亲和姐姐。我劝了他 3 个小时，他
终于解开了心结，父子相认。沈先生含泪
要给我跪下，被我一把拦下来。6 年来这
样的场景不时发生，我心里也很受触动。”
刘化升说。

疫情防控的3年，对“城中村”来说，是
非常紧张、艰难的 3 年。“去年年初辖区第
一次封控，近两万名务工人员被封控在老

旧的平房区域，小商店的生活物资瞬间被
买光了。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我主
动向派出所党支部写了疫情防控请战书，
申请进入疫情封控区。党支部同意了我的
申请，成立了疫情防控突击队。随后，我带
领突击队及时稳控，协调街道，迅速应对，
稳定了封控区内务工人员的情绪。”

笔记上写着同一句话

“以前觉得这里人杂、难管，有些担心，
晚上经常睡不好。后来，我越干越起劲，觉
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刘化升告诉早报记
者，在这片“城中村”中，房租便宜、物价低
廉、交通便利，还有改造后的务工市场，承
载省内外打工者的梦想。

在刘化升的办公桌上，摞着10本软皮工
作笔记，这是他从2016年开始在中韩社区当
片警以来积累下的，每一本工作笔记的扉页
上都写着一句话：“您的平安，我的职责！您
的满意，我的追求！”这是刘化升的座右铭，
也是对居民们的承诺。为了完成这个承诺，
他用脚步去丈量社区的每一寸土地，用热心
去服务每一个居民和企业。

打开刘化升的工作笔记，上面密密麻
麻记载着很多人名、身份证号和电话。这
些都是刘化升走访时遇到的困难群众的相
关信息。对于一些求助事项，刘化升特意
进行了标注，除了详细记录事情经过外，事
后他还要点评一下，作为对当天工作的“复
盘”。刘化升说，这是他 24 年部队生涯养
成的习惯，每日事每日毕，每日事必要总
结、反思。

“通过走访，我发现除了常住人口外，
中韩社区的流动人口主要有三大类：到城
市打工的寻梦人、不愿在老家生活的人、躲
避债务等问题的人。尽管不少打工者过着
清苦而单调的生活，但他们普遍朴实、乐
观，年龄在40岁到60岁之间。支撑他们外
出打工的理由有很多，但家人永远是他们
前行的力量。”刘化升深有感触地说。

6年“送”出2000多元

每次巡逻时，刘化升身上总要带一些
零钱，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会悄悄地塞给
对方一点钱。6 年来，他已经悄悄“送”出
去2000多元。在辖区巡逻时，遇到桥洞和
即将拆迁的老屋，总会多瞅几眼。“有些人
收入不稳定，舍不得租房或者没钱租房，就
会住在这些地方凑合。”刘化升说，寒潮来
临，他特别关注这些特殊人群。

就这样，居民们记住了这位热心、热情
的片警，很多打工者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
苦与乐。

2021 年 1 月 4 日，刘化升路过中韩街
一处破旧的平房时，62 岁的张某拦下了
他：“您是不是刘警官？”“是啊！”刘化升正
觉得奇怪时，张某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不
断致谢：“刘警官，是您救了我！”原来，张某
和丈夫老李从临沂老家来青岛打工多年。
3年前，张某被车撞伤住院治疗，不仅医疗
费花去 10 多万元，还一直无法下地走动。
两年前，刘化升在走访中了解到夫妻俩的
困难。刘化升查询规定后发现，两人如果
按照在城市居住满两年的政策报销医疗
费，能提高不少比例。但两人的居住证丢
失了，导致无法享受这一政策利好。刘化
升回到派出所后，立刻联系办理居住证的
同事查找资料，为张某夫妻出具了证明，让
他们顺利报销了医疗费用。“我听丈夫说，
有个好人刘警官一直在热心帮我们。多亏
您，不然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张某告诉
刘化升，自己现在康复良好，已经可以干一
些家务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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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化升带队在中韩社区巡逻刘化升带队在中韩社区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