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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齐恒的从警路上，有两件事
深深影响了他：一件是入警培训时，
同为军转民警的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陈呈章的那场授课；另一件则是
跟随师父岳京霖的第一次处警。
　　在多年前的入警培训时，二级英
模陈呈章在台上讲述自己成为社区
民警后，如何扎根社区和服务群众的
点滴小事，并分享着自己的经验与感
悟。简齐恒听后暗下决心：“一定要像
陈呈章一样，用执着与坚守做好公安
工作。”
　　简齐恒第一次随师傅岳京霖处
警是在早上6时。一位女孩的父亲醉
酒躺在路边，叫不醒也拖不动，女孩
十分无助于是报警。到达现场后，简
齐恒与师父连背带抬地将男子挪进

车内，并将父女二人安全送回了家。
女孩当时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向他们
鞠躬道谢。“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
己家人临危受助的样子。”简齐恒说，
正是从那一刻起，他明白了自己身上
的这身警服承载着的使命与担当。
　　从此之后，简齐恒养成了一个习
惯：每次结束一天的处警工作后，都
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当天的警情数
量并复盘总结。随着本子上的经验越
记越多，简齐恒摸索出一套“一研判、
三必问、三必调”的“133”工作法：首
先要做好警情研判；其次是多问，到
场前“电话问”、到场后“重点问”、处
警后“跟进问”；最后是多用调解思维
解决问题，做到简单矛盾现场必调、
容易升级的矛盾必调、有投诉风险的

矛盾必调。如今，这套工作方法已成
为长江路派出所众多民警的工作
方法。
　　8年间，简齐恒共有3万余次处警
记录。他通过自己摸索的工作方法，特
别是通过添加当事人的微信，架起警
民“连心桥”，实现了警民沟通的“最优
解”，为辖区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
献。2023年，长江路派出所辖内刑事警
情同比下降42.5%，矛盾纠纷调解率高
达97.6%，长江路派出所也因此被授予

“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称号。
　　“作为基层110民警，可能干不了
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只要每天用耐
心、细心和真心对待辖区的每一位居
民，就能换来辖区的平安和谐，这也
是公安民警的最大欣慰。”简齐恒说。

长江路派出所民警简齐恒始终把群众当家人看待，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成自家事处理

从警8年，他手机里多了4225位“家人”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封凯明

　　日前，一位丢失证件的小
伙子来到开发区公安分局长江
路派出所警务大厅。在大厅内，
民警简齐恒将一沓儿纸制材料
递给了他。据了解，这位小伙子
因丢失证件影响了就业，一度
陷入抑郁，后来竟离家出走，家
人担心他的安危便报了警。处
警时，简齐恒添加了小伙子的
微信。此后，简齐恒在微信上反
复对他进行开导，并承诺帮他
准备办理证件所需的材料。前
些日子，简齐恒经过与多个部
门和单位的沟通协调，终于帮
这位小伙子备齐了办理证件所
需的各种材料。
　　拿到材料后的小伙子向简
齐恒连声道谢。简齐恒将小伙
子送出派出所大门，并连声叮
嘱他：“办好证件后告诉我一
声，后续有什么事咱再微信联
系。”
　　自2016年从部队转业进
入长江路派出所，简齐恒在
110接处警岗位上一干就是8
年。8年来，他的手机累计添加
了4225名当事人的微信。

　　“我们已经连续两天去找302户
做工作了，现在楼梯间还有杂物吗？”

“没有了，现在很干净，谢谢简警官。”
　　“已经排查到学校附近了，你先
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找到孩子。”“好
的好的，太感谢了简警官。”
　　……
　　在简齐恒的手机里，每天与警情
相关的微信对话几乎不停。他将当事
人的微信名字统一修改为“某某警情
报警人”，“这些都是处警时添加的当

事人微信，方便与他们随时沟通。”简
齐恒说。
　　小微信架起了警民沟通的“连心
桥”。处警时，当事人都称简齐恒为

“简警官”。加上微信好友后，看着简
齐恒为解决问题而奔忙，当事人都在
微信上对他表达谢意，“谢谢简警官”
也成了简齐恒收到最多的留言。
　　去年临近年关，来青岛务工的曹
先生报警称包工头拖欠工资，多次讨
要未果。简齐恒和同事迅速赶赴现场，

安抚双方情绪，防止事态恶化。经过调
解，包工头答应会想方设法结清工资，
可简齐恒还是不放心，于是加上了曹
先生的微信持续跟进。最终在春运前，
曹先生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很少
用微信与人联络。返乡前，他特意在
微信上用文字再次表达谢意：“简警
官，我要回老家了，你真是个好警察！
好人一生平安。”尽管写错了姓氏，但
对简齐恒而言，这份认可弥足珍贵。

　　长江路派出所辖区面积大，居
住人口接近50万人，而流动人口超
过了一半，该所几乎每月的接警量
和案件数都排在全市派出所前列。
简齐恒所在的3号处警车组，是所里
出了名的最忙车组，平均每天接处
警 6 0 余 起 ，最 高 峰 时 一 天 能 达 到
80起。
　　一天深夜，一位女士把手机遗
落在网约车上后焦急报警。简齐恒
接警后，几经辗转联系上网约车司
机，可司机表示已经离车回家，不愿

意下楼去车上查看。这位女士称自
己次日有急事，急需手机中的资料。
简齐恒便带着她前往司机住处，最
终在车辆后座的夹缝里找到了遗失
的手机。出于对夜间安全的考量，简
齐恒又贴心地将报警人护送回家。
　　有一年国庆节假期，一位外地母
亲哭着报警，称与她在青岛上学的女
儿失去了联系，担心女儿遇到危险。
在去现场路上，简齐恒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女孩的个人信息，同时添加报警
人的微信，耐心安抚她的情绪。简齐

恒到达学校调查时发现，报警人提供
的信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于是他再
次调整思路，借助公安内部系统申请
数据支援，深入研判女孩的行动轨
迹。最终经过近半小时的图像分析
后，成功与女孩取得联系。
　　从警八年来，简齐恒始终保持
处警“零投诉”的纪录。一些同事向
他请教秘诀，他回答：“当你真心把
群众当家人看待，把群众的急难愁
盼当成自家事处理，群众也一定会
以真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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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齐恒（前）穿梭在辖区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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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信架起警民沟通“连心桥”

从警八年保持处警“零投诉”

用耐心细心真心对待每一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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