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主编 武曼晖 编辑 孙泓轩公安专刊 2017年8月15日

白城市公安局承办

第3版

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走上
了公安岗位的宫庆鑫，现任通榆县公安局指
挥中心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多年来，无
论在哪个岗位，宫庆鑫都像老黄牛一样默默
耕耘。荣获全省优秀交警、全省优秀人民警
察、全省交通安全宣传“五进”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2013年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
员，2014年被省公安厅授予第三届金盾新闻
奖，2014年被评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
人、全县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3
月被评为全县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

宫庆鑫经常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
经他写出来的调研文章、通讯简报等不仅得
到局领导和民警们的好评，还多次在市级、
省级乃至公安部的各类期刊上发表。

多年来，他撰写讲话、总结、经验、报
告、调研、新闻稿件等3000余篇。他采写的
《社区民警黄占海和他的“四象”工作法》
在 《北方法制报》《人民公安报》 刊登后，
被公安部转发。

面对盗窃、抢劫、诈骗、流窜等季节性
高发案件，宫庆鑫精心拟定打防方案，提出

“社会治安城乡一体化巡防体系建设”的建
议。该建议实现了“指挥调度更加高效，巡
逻网络更加严密，队伍整体素质更高，整体
作战能力更强，防控处突效果更明显”的目
标，建立起覆盖全县城乡、群众受益的巡逻
防控体系。2013年 11月，通榆县社会治安
城乡一体化巡防模式，被白城市政协视察组
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得知通榆县的双岗镇、鸿兴镇村屯的
农用配套使用的变压器多次发生被盗的情况
后，宫庆鑫向局领导汇报，巧设“眼线”，
提出抓捕建议。此次行动，一举打掉双岗、
鸿兴区域内的 9人犯罪团伙，他们作案 14
起、涉案价值20余万元。宫庆鑫被市公安局
荣记个人三等功。

为了宣传公安机关先进人物事迹，塑造
公安机关新形象，宫庆鑫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和老搭档胡海学创办了 《通榆警讯》，
填补了全县没有内部宣传资料的空白。省、
市、县领导来公安局检查工作时，《通榆警
讯》备受关注。

近年来，通榆公安宣传工作做到了“报
纸上有文、广播里有声、荧屏上有影、网络
中有形”，这里蕴含着宫庆鑫的心血和汗水。

据不完全统计，自他2007年任县局办公
室主任以来，在国家级刊物上刊发稿件100
余篇，在省级刊物上刊发稿件1500余篇，在
市级刊物上刊发600余篇，市级以上电视专
题及新闻300余次，多次受到市局和县局的
通报表扬。2007年以来，通榆县公安局宣传
工作在全市公安系统始终名列前茅，营造了
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通过他多年不懈地宣
传，为通榆县公安局2012年创“全国优秀公
安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宫庆鑫就如那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用汗
水浇灌出警界的美丽风景。

镇赉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成治国，荣
立过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嘉奖5
次，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
党员，与其他战斗在公安战线上的民警不同
的是，他所取得的成绩，靠的是手中的笔和
胸前的照相机。

30年前，刚刚加入公安队伍的成治国，
先后在看守所、刑警队、派出所工作过，尽
管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表现优
异，但是他最闪光的才华——写作，却少有
用武之地，这对于热爱写作的成治国来说，
是一种遗憾。然而，是金子早晚会发光。
1992年，正在从事刑警外勤工作的成治国撰
写的一篇几千字侦破通讯稿件被一家省级专
业报刊登了一个整版，引起了镇赉县公安局
党委领导的注意，公安局党委领导决定，把
他调到更能发挥他写作才华的政工部门。

尽管当时的成治国并不愿意离开自己钟
爱的刑警部门，但他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放
下了手中的警械，拿起了笔和照相机。在新
的工作岗位上，成治国几乎一个人承担了县
公安局的全部宣传工作。成治国从刑警部门
得到的宣传素材最多。几年下来，《吉林日
报》《白城日报》《百姓生活》《公安周报》
都可以经常看到他的文章，其中最受读者欢
迎的是案件消息和通讯稿件。

2007年末，由于公安机构改革需要，成
治国所在的宣传科机构合并，原本已经是科
长的他也不得不转为了科员。对此，他的心
态非常平和，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这
期间，曾经有不少人劝他赶紧找领导调换一
个岗位，都被他一口回绝了，因为对他来
说，能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才是最重要
的。他这种顾全大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精神，感化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使他
赢得了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尊重。

公安宣传工作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关系
到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容不得半点马虎。
成治国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踏踏实实的工作
作风写好每一篇稿件、拍好每一个镜头。为
了精益求精，放弃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
工作对于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2011年2月16日，镇赉县坦途镇发生一
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件，犯罪分子抢车杀
人，社会影响积极恶劣。在刑警部门全力侦
破此案的同时，成治国也亲临一线，随警作
战，采访记录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素材，他
还跟随专案组远赴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蹲守，
用摄像机拍下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刘某的珍贵
镜头。后来在制作侦破“2·16”案件专题片
时，省、市、县各级电视台都采用了成治国
拍摄的素材。

在镇赉县公安局先后开展的“清网行
动”和打击“盗抢骗”会战中，成治国下基
层、跑媒体，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他弘扬
工作成果的稿件在各级媒体发表。2014年，
成治国在经济案件“破案会战”期间撰写的
《拼命三郎祝凤波》一文，不但在《人民公
安报》等报刊发表，还以简报形式上报到公

安部，被部领导签批，号召全体公安民警向
镇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祝凤波学习。
2013年以来，成治国每年在各类媒体上刊发
稿件1000多篇，其中省级以上媒体 300多
篇，笔耕不辍。

由于局里做宣传工作的人员特别少，宣
传工作面广活多，既要做好报纸、广播、电
视上的宣传工作，也要在网络媒体上开展好
宣传工作。为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成治国
除了写稿、拍照、摄像之外，还要利用所有
空闲时间，不断学习电脑、网络知识。尽管
对于成治国这位60后的“大叔”来说，学习
电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天生有股
拼劲儿的他，又怎么可能认输？成治国自掏
腰包花费数千元购买学习电脑书籍，经常向
年轻同事和朋友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几
年下来，成治国的电脑运用越来越熟练，不
但办公软件使用得心应手，就连一般的小故
障、安装操作系统他都能够轻松完成。

成治国的写作才华在镇赉县公安局乃至
白城公安系统都是出了名的。为此，也经常
有人找他帮忙写一些信息简报、总结报告、
经验交流等方面的材料。只要有时间，成治
国都会热心帮忙，为此他的人缘也特别好，
深受同事们的爱戴。

对于跟着自己一起工作的年轻同事，成
治国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一字一句地帮
助年轻人改稿子，手把手地教年轻人使用摄
影、摄像设备。他还经常到各基层所队，耐
心指导内勤人员、年轻民警的信息写作。在
他的帮助下，基层所队的民警写作技能提高
很快，更好的适应了本职工作。有人问他，
就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成治国却不这样
看，他觉得能够为公安宣传工作多培养一些
人才，比自己做出天大的成绩都重要。经过
成治国传帮带的年轻民警，目前都已经成为
各自部门的骨干力量，其中的一位已经提升
为镇赉县公安局中层干部，另一位则调到上
级公安机关从事公安宣传工作。

如今已经51岁的成治国，把自己最好的
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公安宣传事业。他的笔
触和镜头，记录了公安民警们的辛劳，展示
了公安民警们的风采，不仅深受公安民警们
的欢迎，更是感动了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没有一线战斗的轰轰烈烈，也没有保境安民
的丰功伟绩，但一直在公安宣传工作岗位上默默
奉献、笔耕不辍的姜建龙，已成了大安市公安局的
名人。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电视新闻
中报道者的位置上。姜建龙现任大安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党办主任兼政治工作室副主任，主要负责
文字综合、对外宣传和全局党建工作。自2005年
至今，他已经从事宣传工作12年。

在同事们的眼里，姜建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
人，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12年来，他累计加
班加点工作超过了1万多个小时。由于过度劳累
和紧张工作，他落下了比较严重的颈椎病和神经
衰弱症，头发也稀疏了许多，有人问他值得么？他
总是回答，每当看到自己写的稿件发表，公安局的
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就觉得付出多少也值
得了。

姜建龙积极主动地与国内、省内各新闻单位
的编辑、记者建立联系，争取支持。有一次，为了
争取北京的一家国家级新闻媒体的宣传阵地，他
无数次打电话沟通，及时掌握该媒体的宣传方向，
适时推介大安公安工作业绩。他的工作热情和诚
恳打动了该媒体的编辑们。一位编辑说：“就凭这
位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热爱和高度敬业的态
度，今后只要是符合我们采编工作要求的稿件，我
们定会鼎力支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姜建龙还
与时俱进，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开辟了多个网络宣
传阵地，陆续在法制网、中国警察网、吉林省公安

厅门户网站、吉林信息网、白城市政府信息网、大
安市政府信息网等多个网站上发布信息。2016
年，他带头建立并开通了“大安公安宣传”微信公
众平台，依托平台开展宣传工作，目前推送公安新
闻宣传消息100余条次。

从事宣传工作12年，姜建龙总计在国家、省
级、市级等媒体上刊发稿件3000余篇，参与创作
播发公安题材专题片4部。尤其2013年初以来，
他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刊发稿件100余篇。2014
年至2016年，他连续3年邀请中央电视台记者来
到大安市公安局拍摄了3部专题片，相继在央视1
套《新闻直播间》、央视13套《法治在线》和央视12
套《天网》栏目播出，创造了大安公安历史上最好
的对外宣传成绩，为实现大安公安乃至白城公安
宣传工作整体大跨度升位做出了突出贡献。2012
年11月，他的作品在省公安厅举办的“我的警察
生涯”主题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2013年至今，
他的4篇作品相继获得了吉林省公安系统第二届、
三届、四届、五届“金盾新闻奖”1个一等奖、2个二
等奖、1个三等奖。

姜建龙在媒体宣传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然而
他却认为，媒体的对外宣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深
入群众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提升普通群众的知法、
守法意识，则更具有实际意义，是更直接为人民群
众服务的一项工作。他紧紧依托各街道、社区的法
治宣传组织，借助老年活动站，社区健身娱乐中心，
社区警务室等场所，定时更新宣传内容，发放宣传
材料，播放各种宣传光盘，建立固定宣传场所，多次
组织老年秧歌队走向街面，走向学校，走向企业巡
回表演，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和安全常识。

姜建龙还定期组织责任区民警到全市各企事

业单位，监督落实安全责任制，督促各企事业单位
履行群防群治和治安管理责任义务，以召开座谈
会、治安形势分析会的方式，宣传法律法规及安全
防范意识。他主动与教育主管部门及全市各中小
学负责人接触，在每个学校建立法治安全宣教领导
组织，督促落实“一校一警”安全宣传辅导员工作责
任制，在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他都组织各派出
所、交警部门法制宣传员到中小学校为学生们上普
法教育和交通安全教育课，提高学生懂法守法和自
我安全保护意识。多年来，他讲课300多个课时，受
到了广大师生及学生家长的高度赞誉。

农村是法治安全宣传工作的主战场，具有面
广、点多、线长的特点，为了搞好农村普法安全宣
传工作，姜建龙积极调动发挥乡镇政府和农村场
站治保组织以及道路交通安全领导组织的职能作
用，利用农村赶集日、集中售粮时段，面向广大农
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和交通安全常识，以进行典
型案件剖析、散发宣传资料、展出宣传画、播放宣
教片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安全宣传教育。多年
来，在各乡镇开展普法教育和安全宣传270余场
次。另外，他还注重创新宣传方法，多次与各通信
运营部门协调，以短信群发的方式开展法律和交
通安全宣传，并协调相关单位、各商家店铺，利用
其安装的街面LED屏幕，面向全市群众宣传法律
知识和交通安全知识，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在宣传工作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姜建龙
相继被白城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1次、被大安
市政府荣记个人三等功2次，连续6年获大安市公
安局嘉奖，2011年、2012年、2013年均被评为全
市优秀公务员，他还被《吉林日报》《北方法制报》
及大安市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

“身为一名公安宣传工作者，虽然不能像刑警
那样时刻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也没有像社
区民警那样可以和辖区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我
们对基层一线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新闻
宣传工作。”这是姜立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真实
感言。

姜立峰，1992年1月入伍，历任班长、排长、连
长、军务参谋等职，2004年从部队转业后进入公
安队伍。2005年入警，从警12年来，因工作突出
2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获嘉奖。

绿色军营历练了他果敢与顽强的作风，脱下
绿军装，一身蓝警服又一次让他的心中升腾起无
限的豪迈，不同的舞台，相同的责任；不同的阵地，
不变的始终是对党和事业的忠诚。

姜立峰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念从军营走向
警营。

谈到从事的宣传工作时，姜立峰颇有感触地
说：“公安宣传工作枯燥乏味，当时局里没有人愿
意从事这一工作，我本人也是赶鸭子上架，思前想
后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一晃4年过去了，想
想这几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再看看取得的一点

成绩，自己总算有几分安慰，汗水没有白流。”
2014年12月，中央电视台天网栏目组记者来

白城拍摄。中央级新闻媒体要求的拍摄标准比较
高，一切场面都要接近于实际。

有些群众因为听说是公安题材的片子，非常
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参加拍摄。有的人甚至犀利
地说，这要是让坏人知道了，再打击报复我。连续
拍摄的日子里，姜立峰几乎是吃住在单位，无论是
脚本还是拍摄现场的布景和拍摄的通联工作，事
无巨细，他都亲力亲为，既是好后勤，又是好统
筹。他的认真和敬业精神感动了参加拍摄的公安
民警，也让群众演员深有感触地看到了公安事业
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身居幕后默默奉献，是“无
声英雄”，为公安工作鼓与呼，不但震慑犯罪，而且
弘扬正能量，是树起正义之剑的人！

配合中央电视台的专题拍摄，对姜立峰来说
不只一次。有一次，也是拍摄一个专题节目，拍摄
接近尾声的一天晚上，10点多了，姜立峰和战友们
还在现场，这时，他的爱人急匆匆打来电话，原来6
岁的女儿已经发高烧3天了，吃了退烧药也没有好
转，此时孩子的体温已接近40摄氏度，再不看医
生，爱人怕出现别的问题，当时爱人也因病在家，
行动并不方便。

姜立峰作为拍摄的一名主要人员，如果离开
现场，整个拍摄工作就要停下来，为了完成拍摄任
务，他不停地用“快了，拍完就回去，再等等！”等借
口来安慰妻子。就这样，他硬是坚持把最后一个
镜头拍完，才急忙赶回家。因送医不及时，从那以

后孩子落下了肺炎的病根。
姜立峰的母亲快70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

压、心脏病、眩晕症等疾病，身体肥胖，家人照顾起
来非常吃力。2015年8月，洮北区东风乡发生了
一起杀人案，需要全程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在采
访过程中，姜立峰突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说
母亲发病，需要马上送医院。由于案子录完后还
要向上级公安机关上报，姜立峰实在脱离不开，只
好向父亲解释干完工作马上就回去，父亲理解他，
便摞下了电话。

等到姜立峰把一切工作忙完赶回家时，老母
亲已经昏迷半个多小时，送到医院后，连主治医生
都埋怨，哪有你们这样的儿女，怎么耽误这么久，
再晚来一会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件事，成为姜立峰心头永远的痛，在工作
面前，他选择了工作，在亲情面前，他选择了惭
愧和自责。但他把对家人的爱融入到公安工作
中，不但屡获殊荣而且也赢得了群众和同事的
认可，作为他的家人，也深深理解了他对事业的
这份坚守。姜立峰始终觉得，他所从事的宣传
工作与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公安民警比起来，算
不了什么。

由于经常需要加班写材料，姜立峰腰间盘突出
严重，每年都要做几个疗程的理疗才能缓解疼痛，
有时疼起来，他都不能直接站起来，而是要扶着东
西才能支撑起身体。病痛面前，姜立峰从来没有退
缩前行的脚步。面对未来，姜立峰乐观的说，如果
组织需要我干这个，我会一如既往地干好。

20多年来，他一直是活跃在公安宣传战线的优
秀工作者,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了一件件或
惊心动魄或催人奋进的事件。他，就是目前任职于
白城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主任科员的李秀峰，被
吉林省公安机关评定为“拔尖人才”，先后荣立个人
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7次，连续14年被评为优秀
公务员，2017年5月被评为市局优秀老民警标兵。

无私奉献，建功警营

1997年调入白城市公安局的李秀峰，一直从
事公安影视宣传工作。许是十年的军旅生涯，在
李秀峰身上总能看到军人那种严谨、认真、奉献的
优秀品质。作为白城公安队伍中一名资深精英民
警，工作中李秀峰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抢先，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对领导交办的任务能够及
时、认真、高效完成。

从1999年开始，白城市公安局与白城电视台
联合创办了公安题材的电视节目《警坛风云》，

2001年1月改版为《与法同行》，已刊播数百期，每
期15分钟。李秀峰为主创发起人之一，始终工作
其中，并发挥应有作用。

2005年，在宣传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
模范”光荣称号的白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副支
队长芮志江事迹时，李秀峰积极参与了国家主流
媒体对芮志江事迹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各级领导
的好评和认可。

尽心尽责，精品纷呈

为了搞好宣传工作，能够拍到真实的影视画
面，李秀峰不怕吃苦、不分昼夜、闻警而动、随警作
战，抵近拍摄扣人心弦的场面，从中得到的丰富经
验与宝贵素材也拓展了李秀峰的创作之路。

李秀峰的作品频频在《人民日报》和央视刊
发、播放。1998年李秀峰拍摄的白城公安民警抗
洪专题片《洪水中闪光的金盾》在中央电视台1套
播出，《白城警方破获6·03特大持枪杀人案》《白
城警方破获百万元诈骗案》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
目播出，《老百姓的贴心人，刘德彬》在中央电视台
《法治在线》栏目播出，《橄榄绿为你护行》荣获公
安部“金盾文化工程”特别奖。

多年来，在市公安局领导的支持下，李秀峰克
服了大量的困难，勤奋工作，在《人民日报》等各级
媒体发表文章、图片、影视作品数千件。1998年抗

洪摄影作品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特别奖；
2002年，摄影作品荣获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新闻
类一等奖，吉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一等
奖、二等奖，中央电视台第十一届新闻类三等奖；
2015年摄影作品《精准》荣获吉林省法学会书画摄
影作品展一等奖；2016年《百炼铸精英》获吉林省
政法综治优秀新闻作品摄影类一等奖。

主动作为，不忘初心

李秀峰多年来保持着随警而动，扎根基层的
工作状态。经常到各县（市、区）一线，寻找公安最
美基层故事，捕捉民警精彩瞬间。

“维稳”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题。针对百姓关
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李秀峰深入一线主动抓
拍，以事实为依据，积极努力引导社会舆论。他主
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积
极维护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在白城公安宣传战线上，年近六旬的李秀峰
没有任何退缩，全年拍摄近千张照片，在公安内网
及中央、省、市媒体平台发布；全年拍摄近百部影
视视频，被吉林影视中心及省市媒体平台选用。

李秀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公安宣传战
线的老战士，在工作的每个瞬间都是我人生最有
意义的时刻，我因曾经的付出而感到欣慰，我为坚
守入党的誓言而欢悦。”

激情铸就金色盾牌 奉献青春一心为民
——记大安市公安局宣传民警姜建龙

●本报记者 张风

默默耕耘的“ 老黄牛 ”
——记通榆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宫庆鑫

●本报记者 薄秀芳

闪光灯下警徽耀 投身宣传展才干
——记白城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主任科员李秀峰

●本报记者 薄秀芳 妙笔生花展公安风采 镜头传神摄警界雄风
——记镇赉县公安局宣传民警成治国

●本报记者 张风

从脱军装到穿警服 他始终没褪色
——记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政治处副主任姜立峰

●本报记者 李彤君

姜建龙正在办公室看书学习。
申炎林摄

李秀峰在马路边录制视频资料。
程威龙摄

姜立峰正在办公室撰写新闻稿件。
张琢摄

宫庆鑫（右一）在“平安高考”现场开展
宣传工作。 胡海学摄

成治国正在录制视频资料。
韩麟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