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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浩帮助村民推车

余浩向村民解释户口本的事情

余浩为村民拍摄身份证照片

最大心愿
是“回家看女儿”

余浩6岁丧父，从小和母亲相

依为命。“放学就回家帮母亲干

活，春天采茶、炒茶，秋天打板栗

卖。闲暇时，还要抓蛇卖到镇上

的饭馆。”余浩说，相比其他 85后

的年轻人，他更能适应艰苦的生

活环境。

余浩的妻子名叫徐静，两人是

大学时恋爱，毕业后结婚的。提起

这个忙碌的丈夫，徐静说，结婚之

后，她就很少能见到丈夫的影子。

“他很善良，大部分时间都是

去帮助村民办事情。我当初也就

是看上了他的善良，所以对自己的

选择没有后悔。”徐静说。

“以前不忙的时候，平均两星

期回县城（的家）一次，现在忙了，

想回一次家都很难了。”余浩说，去

年底，妻子临盆，等他连夜从金寨

赶到合肥时，女儿已经出生。今年

燕子河派出所创建“一级派出所”，

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没办法，余浩

曾一度把妻女留在了合肥丈母娘

家照顾。

聊到这里，余浩的眼神里充满

愧疚。他说，尽管妻子一直很理

解，并且支持自己，但他还是觉得

对不住妻子和女儿。

采访中，记者问余浩最大的

心愿是什么，余浩立刻脱口而出：

“回家看女儿！”这个看起来很平

常的愿望，在余浩眼里，却成了一

种奢侈。

史隽贤 记者 曾梅 文/图

3年走遍7村68组，穿坏20多双鞋
客串交警、调解员，却没时间陪伴妻女

85后民警余浩：大别山深处的“铁脚板”
年仅26岁的他，主动要求扎根大别山区。3年里，他走遍辖区7个行政村68个

村民组，办理证件、调解纠纷。客串交警、调解员，他成了群众眼里的“全能型”民警，
他的手机号取代“110”，成了当地的热线电话。

常年的山路跋涉，使他穿坏了20多双皮鞋。于是，这个85后民警余浩，还有了
一个别称：大别山里的“铁脚板”。

然而面对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他却满含愧疚。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能看看
女儿。

“铁脚板”
3年穿坏20多双鞋

余浩，1987年出生，2009年从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毕业后，考入金

寨县公安局。2010年4月被分配到

燕子河派出所后，在他的主动要求

下，来到了最偏远的长岭警务室。

长岭乡位于两省三县交界处，

面积134.1平方公里，相当于305个

天安门广场的大小，而且全是山区，

1.6万多名村民分住在7个行政村、

68个村民组。

3年的时间，余浩利用侦查案件、

入户走访、上门服务等方式，走遍了

辖区7村68组。警务室的文件柜里

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档案盒，里面记

载的全部是辖区居民的信息。

记者发现，尽管走泥泞的山路，

余浩仍会穿着一双警用皮鞋。穿运

动鞋不会更舒适一些吗？面对记者

的疑问，余浩笑了：“我是一名警察，

我爱这身警服，我总觉得穿着威严

帅气的警服，搭配运动鞋，会有损警

察的形象。”

在燕子河派出所二楼余浩的宿

舍里，记者看到他的床头摆放着整整

一排的旧皮鞋，有的侧面已经开了

胶。余浩告诉记者，常年走山路，让

他的皮鞋损耗很快。在派出所的3

年里，他穿坏的皮鞋足足有20多双。

给辖区居民
办身份证、户口本

8月 20日一大早，按照工作计

划，余浩要去附近的一个村子，给残

疾老人办理二代身份证。跟在余浩

身后，记者的脚步明显拖了后腿，甚

至成了他的“累赘”，这反倒让余浩

有些不好意思。“同样是5公里的路

程，在大山里，要走上几个小时。”余

浩说，3年里，他已经渐渐习惯。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走到哪

里，余浩身上都少不了4个包。余浩

介绍说，这4个包各有各的用途，一

个是装档案、一个装表格、一个装电

脑、一个装相机。

此外，他还要随身带着一块白

布。“这是户籍室淘汰下来的照片背

景布，方便二代证拍照用。”余浩边

解释边拿出相机，上前帮老人捋好

头发，扶正头部位置，按下快门。

“有次去侦查案件，正好遇到一

位非婚生子，由于没带采血工具，不

得不回去拿，一来一回折腾了好几

个小时。”余浩说，从那以后，他学乖

了，每次出门把所有能带的都带上，

这样遇到事情能及时处理。

3年来，余浩已经为群众代办各

类户口证件586件，特别是近两年的

中高考期间，他更是加班加点在考

试前将辖区的85个身份证全部发到

了考生手中。

“长岭没有交警，所以我还经常干交警

的活。”余浩笑着说。

余浩说，有次，一位村民在乡政府办公

楼外，驾驶一辆满载沙子的小货车在倒车

时，不慎将路灯杆撞倒了，打电话给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嫌远不愿意过来，于是他“呼

叫”了余浩。接到电话，余浩二话没说立即

赶赴现场。拍照取证、联系保险公司，最终

把问题圆满解决了。

还有一次，长岭乡一个村民组的两

家人发生矛盾打了起来，余浩跋涉 20多

公里山路，来到事发地点，耐心调解之

后，两人不再打架，于是他返回派出所，

可刚到派出所，得知两人又打了起来，余

浩只好又折回去劝说，这次终于彻底把

两人劝好。

在平常人看来，这些小事很麻烦，但余

浩却总给自己“找麻烦”。3年里，只要余浩

去过的地方，他都会给大家发一张警民联

系卡。“长岭乡大多数群众都知道我的手机

号码，有事他们不打‘110’，直接打我手

机。”余浩说。

在日常工作中，26岁的余浩充分发挥

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创新了很多

工作方法。

大别山区，山高坡陡，经常会发生山体

滑坡等灾害。为了及时提醒当地百姓，余

浩会采用“警请通报”“温馨提示”的方式，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范措施，指导单位

和群众学会自救。

为了方便群众，他还开通了网名“小余

警官”的警务QQ和新浪微博“长岭警务”。

采访中余浩说，他还有个“大胆”的设想，就

是在网上注册“网上警务室”。

面对贫困村民
捐款、帮助毫不迟疑

2012 年夏天，长岭乡界岭村

的一个姓龚的老人到派出所办户

口簿时，由于村里没开证明，户籍

民警没有给予办理。当时也在所

里的余浩认真核查后，不仅为龚

老办好了户口簿，还在老人离开

时塞上 10元钱，让龚老到街上买

午饭吃。

好心有好报，后来有次，余浩

到龚老家附近的村庄处理一起纠

纷时，龚老得知后出门帮助调解，

纠纷很快就解决了，给余浩的工作

帮了大忙。

2011年 10月，在得知长岭乡

中学生敖某父母先后去世，与姐

姐相依为命的情况后，余浩当即

带上衣物前去救助。

此后，余浩每月都从自己为

数不多的工资中拿出 200 元钱，

送给敖某作为生活费，并承诺一

直扶持其到学业结束。

客串交警、调解员的“全能型”民警

微博、QQ，创新工作方法他最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