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身在

异乡的游子已经打点好行囊，准备

踏上回家的旅程；老人们开始采买

年货，打算做一桌热腾腾的年夜

饭；因疫情防控不能回家的年轻

人，也正筹划着假期的安排……

春节是热闹、喜庆、温馨、祥

和的日子，而平安是节日期间最

美 的 风 景 。 越 是 喜 庆 祥 和 的 时

刻，越不能放松安全过节这根弦。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平安幸福

年，有许多人放弃小家团圆坚守

工作岗位，守护万家灯火。公安

交警在寒风里指挥车流，让回家

路顺畅、安宁；消防救援人员坚守

岗位，时刻准备赴汤蹈火；执行法

官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调解矛盾，

讨回欠薪，让他们满怀欣喜地踏

上回家路；人民调解员帮助百姓

调解纠纷、化解矛盾，让过年的氛

围更祥和、安宁……他们用自己

的辛苦换来了万家的幸福、平安、

祥和。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面对

春节出行安全和疫情防控的双重

压力，各地各部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创新工作方式，在确保安全

过节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维护

人们生活的便利。疫情防控中，

公安机关利用出行大数据，既严

格落实防控政策，又追求精准治

理，不给群众过节添麻烦；社区治

理中，网格化治理与数字赋能相结合，让社区安全感不断

提升；各地社会矛盾综合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将矛盾及时

有效化解……

除此之外，许多人也积极从自身做起，守法守规，时

刻谨记身边的安全问题。过年扫尘备年货外，还积极做

好用火用电检查；平安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依法禁

燃禁放烟花爆竹，过一个“安全环保年”；时刻提高警惕防

范电信诈骗，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正是多一分对

规则的遵守，多一份维护安全的行动，回家的路才更舒

心、和谐吉祥的年味才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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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师傅，请出示您的证件，登记一

下。”1 月 18 日，广东东莞广深高速白马春

运执勤点，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城大

队民警吕文广正在执勤，“为确保车辆安全

上路，民警会对途经的大客车登记检查”。

道路两旁，红色的交通安全宣传横幅

十分醒目。每逢春运，都有大批务工人员

从东莞返乡。“这是从东莞南城汽车客运

总站发车的必经地。”吕文广说，春运大幕

已经开启，车流量明显增多。

这时，一辆大客车没有停下，径直“溜

走”了。交警立即联系车辆所属公司。

“我第一次驾车走这条线，没有留意

到检查指示牌。收到通知后，我赶紧返

回。”驾驶员连忙向交警说明情况。这辆

大客车从深圳宝安开往四川蓬安，顺利通

过检查后，载着返乡乘客继续前行。

“从最近的检查情况来看，大客车超

员超载情况逐步减少，司机交通安全意识

不断提升。”吕文广说。今年春运，广东交

警继续坚持路面严查，对过往大客车做到

应查尽检，确保安全。

7 到 9 座小客车也是重点检查对象。

在厚街收费站，一辆车身贴有某劳务公司

标识、车顶放满行李箱的 9 座面包车驶入

执勤点，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厚街大队

副大队长柳东宇察觉车辆装载似有异常，

迅速拦截车辆。

车上 7 人都是来自广西同一个村的村

民，大家一起结伴返乡。车辆离开前，民警

帮助扎紧行李架，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有很多老乡一起出来打工，喜欢拼车

回家，有时会出现超载情况。”柳东宇介绍，

今年当地交警部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全面

禁止资质不符、违法多发的客运车辆驾驶

人参加春运。10 天来，厚街收费站执勤点

交警已查处 22辆小客车超载并非法营运。

正说着，一辆大巴车缓缓靠边停车。

“这是安全提示信息，请大家认真阅

读，系好安全带，一路平安。”柳东宇拿起

交通安全宣传单，快步上车分发、宣讲。

春运安保是广东公安交管部门的“开

年第一考”。广东公安机关提前 10 天启动

春运安保工作，逢车必查、逢疑必查、逐车

登记，严防“带病”车进入高速公路。在执

勤点，交警还为旅客提供热水姜茶、应急医

疗等温馨服务。一个个执勤点、一项项为

民举措，织密织紧春运的层层安全防线。

广东省东莞市交警春运执勤点

严防交通违法 温暖返乡旅途
本报记者 亓玉昆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过一个平安过一个平安、、温暖温暖、、祥和的祥和的

团圆年团圆年，，是大家共同的期盼是大家共同的期盼。。

春节前夕春节前夕，，本报记者走进公安本报记者走进公安、、消防消防、、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基层一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基层一

线线，，记录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和细致的工作记录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和细致的工作，，见证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见证他们的坚守和付出。。

也正是广大平安守护者的默默奉献也正是广大平安守护者的默默奉献，，我们的春节才能过得平安幸福我们的春节才能过得平安幸福。。

让我们向平安守护者致敬让我们向平安守护者致敬！！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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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省枣庄市建设路小学 60
多名学生写书法迎新年。图为学生在展

示自己的作品。

孙中喆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发

耳镇发耳小学，六盘水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高速大队民警和学生们进行交通知识

抢答互动。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图③：新疆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塔合

曼边境派出所组建巡护分队踏雪前往边

境一线巡边。

李展朋摄（人民视觉）

图④：春节临近，湖南省通道侗族自

治县组织由党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组

成的服务队深入各村、社区，向群众宣传

用电、用气、消防等知识。

李尚引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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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幸福年 同心共守护

1 月 20 日，早上 6 时许，四川省攀枝花

市仁和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简华涛

早早起床，和几名消防员将一些“神秘物

资”搬上车就出发了。

此 行 的 目 的 地 是 仁 和 区 普 达 阳 光

国际康养度假区。这条路、这个地方，对

于简华涛和队员们来说，一个月内跑了不

下 10 次。“今天，争取把最后几家说通，不

拖到春节后……”简华涛抓紧时间给队员

们作思想动员和任务分工。

简华涛的目的地是几家康养场所，也

是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石头”。原来，攀枝

花康养产业发展迅速，每年冬季前来康养

的超 20 万人次，新兴产业带动了新型康

养场所“井喷式”增长，而这些场所对消防

部门而言，则是火灾防控的新挑战。

“很多康养场所地处城郊，属农家小

院、自建房改建，对于这类场所的消防监管

仍需加强。”简华涛说，来攀枝花过冬康养

的以中老年人群体为主，如果疏于监管，一

旦失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上午 8 时许，简华涛和队员们来到当

天的第一站：一户 2 层的农家小院。户主

阿合刚见着他们时，并没有给好脸色，对在

院里安装消防设施有抵触情绪。

简华涛笑着对阿合说：“我们今天来

给您一家拜年，除了油、米、肉这些年货

外，还有火灾简易报警器、灭火器等，不让

您花钱装消防设施，我们帮您把报警器安

上就行。”队员们赶紧把物资搬进家开始

安装，并给阿合讲解相关设施的使用。

被消防员的言行所感动，阿合的态度

也有了转变，与队员们拉起家常：“你们真

是热心肠，就在我这儿吃午饭吧！”

“大爷，午饭我们就不吃了，还有好几

家等着我们去装消防设备呢，您有什么困

难请随时联系我们，一定竭诚为您解决好，

咱们都踏实过个平安年！”队员们婉拒了阿

合的好意，匆匆赶赴下一家。

有了第一站的“开门红”，车上的氛围

轻松了很多。“做基层消防工作，有时会遇

到群众不理解的情形，但只要以真心跟群

众接触，一定会换来群众的真情和理解。”

简华涛说。近两个月来，攀枝花消防部门

对全市康养场所进行摸排和消防安全提

醒，为部分火灾风险较大场所免费配置火

灾简易报警器、灭火器等 2000 余具，全力

守护康养场所安全。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消防救援大队

排查消防隐患 确保节日安全
本报记者 倪 弋

“发 生 火 灾 ，尽 量 不 要 用 水 灭 火 ，家

里要备上干粉灭火器。”“遇到警情，要说

清楚位置，具体到街道、小区、房间号。”

“遇到陌生人敲门，先确定对方身份，别

轻易开门。”……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北

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社区

民警王从高照例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节日

安全宣传。

一大早，王从高敲开朝阳公园西里北

区社区 1 号楼 9 单元赵先生家的门，老人

正忙着整理阳台上的杂物。“赵大爷，这东

西容易引发火灾，平时可得注意点，千万

别在这抽烟。”王从高反复叮嘱。

麦子店派出所辖区内的燕莎商圈和

蓝色港湾商圈，相关场所人员密集，辖区

治安状况比较复杂，一到节假日商圈客流

量 激 增 。“ 一 定 要 注 意 防 火 、防 盗 、防 拥

挤！”这是社区民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 这 里 有 两 个 网 红 打 卡 地 —— 铜 球

喷泉、爱神广场，放假的时候，很多市民

慕名而来。”社区民警解洪涛主要负责蓝

色港湾商圈的治安维护，为了保证春节

期间辖区商户和市民消费安全，他已经

开始着手协调物业公司加派人手，开展

应急处置演练，针对可能出现的紧急问

题，对商户进行重点培训。“今年春节大

部分人都会留在北京过年，客流压力很

大，民警和物业一起组织安全隐患大排

查和重点环节演练，让我们面对突发事

件心里更有底了。”蓝色港湾一楼商铺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警官，我同事可能遇上了骗子，现在

联系不上。”民警陈翘楚刚接班就接到“群

众”求助。为增强居民防诈意识，麦子店

派出所的青年民警陈翘楚、侯梦超精心排

演了由真实案件改编的情景剧，录成小视

频，通过“平安快递”移动课堂向群众开展

反诈宣传。“辖区内建立了多个防电信诈

骗微信群，我们将这些有趣的小视频、宣

传图片发给大家，让大家提高警惕。”陈翘

楚正忙着将刚刚录好的“刷单返利诈骗小

提示”微视频转发到群里。

入 户 排 查 、应 急 演 练 、安 全 防 患 提

示、防 电 信 诈 骗 宣 传 …… 麦 子 店 派 出 所

民警忙碌的身影奔波于街头巷尾，他们

的足迹遍布辖区的每个角落，保护着一

方平安，为辖区群众欢度佳节提供安全

保障。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

做好安全防范 保护一方平安
本报记者 张天培

“非常感谢你们帮助！”1月 20日，朱某接

到江苏省东台市法律援助中心回访电话时

高兴地说，“我不但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还

有了新工作。这些天，正备年货呢。”

原来，朱某等 50 名农民工之前因所在

的公司宣布停产，他们不仅被拖欠工资，还

面临失业的困境。“我们多次找企业要说法

都没结果。”就在一筹莫展之时，东台市园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了解到这一情况，第

一时间对接市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

法律援助中心及时指派援助律师介入。

没有了工资保障，员工情绪很激动。

援助律师张国华向朱某等人了解情况，引

导他们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了解到公司不

再复工，朱某等人希望律师帮助维权。

每个人的欠薪情况、掌握证据等情形

不同，如何确保受援人的最大利益？张国

华制定了处置方案：对被拖欠工资额较大，

且有明确充分证据的，建议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其余员工欠薪金额不大，但证据不充

分，需要与公司沟通确认进行调解。

“劳动争议仲裁委立案后，想组织双方

先期调解，但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又遇到了

困难。”张国华说，因企业停产，留守公司人

员无法取得公章，导致仲裁法律文书无法

送达，仲裁委只得通过公告形式送达。得

知公告期需要 60 天，朱某等人很着急，张

国华一方面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协商，另一

方面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协调相关部门及时

介入，组织双方多轮调解、沟通。最终，朱

某等人与公司达成调解意见，50 名农民工

全部领取到应得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案件顺利化解，法律援助服务并未止

步。“回访时了解到，50 名农民工绝大多数

是技术熟练工，仍想留在东台工作。”东台

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冬梅介绍，他们安

排援助律师进行培训指导，联系园区劳动

部门了解相关企业信息，为农民工牵线搭

桥。很快，朱某等人有了新工作。

法 律 援 助 是 一 项 暖 民 心 的 民 生 工

程。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

机构主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维护

了受援群众的合法权益。2021 年，中国法

律服务网“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及

时解答留言咨询、收集欠薪线索、转办法

律援助案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2 万

余人次，各地“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46 万余人次。

江苏省东台市法律援助中心

依法化解矛盾 送去法律温暖
本报记者 魏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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