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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4年：
光荣的“铁道兵”之旅

1978 年 12 月，随着中越边境紧张
局势的加剧，石重光坐上了北去的军
列，开始了4年的铁道兵之旅。

石重光回忆说：“铁道兵是和平时
期解放军序列里伤亡最多的兵种之一，
堪称‘死亡之旅’。那时铁道兵机械化
程度还不高，工程作业基本靠人力，因
而施工难度和风险很大。施工现场就
是战场，战士们掌钢钎、抡大锤、下沉
井、登高桥、立模板、打风枪，吊在悬崖
上打炮眼，非常危险和辛苦。我们团负
责修筑的京通线虎什哈这一段，线路隐
蔽，除了隧道就是桥梁。修筑任务完
成，也付出了一公里接近牺牲一个人的
惨重代价。”

4年的时间很短，但对石重光的影
响却很深。“从军 4年，虽然在人生长河
中只是短暂的一段时光，但却是我人生
旅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铁
道兵‘逢山筑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
乐于奉献，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百折不
挠、百炼成钢’的不朽精神感染着我，洗
礼着我，激励着我，早已融入血脉，永远
无法磨灭。”

从警实干：
“加钢淬火”不断磨砺

1983年，石重光被分配到京畿路派
出所，成了1名户籍民警。当年，京畿路
派出所位于老城区，辖区面积只有 1平
方公里，居民五万多人。那个年代，老
城区左邻右舍都很熟悉，大院里邻里守
望，相互关照，所以辖区刑事案件很少，
但是邻里纠纷较多。“社会上什么人都
有，作为警察就要学会和任何人打交
道。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动态，收集情
报，对症下药，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会做
群众工作是做警察的基本功。”

1983年“严打”期间，石重光和战友
们一道，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排线索，梳
人头，搞审讯，做材料。一个个犯罪分
子被抓获，一个个团队被打掉，有前科
劣迹的人顿时被震慑住了，街上四处游
荡、惹是生非的人看不到了，人民群众
拍手称快。

1993 年 12 月，历经市局组织科干
事、市局团委副书记岗位，石重光转岗
到户政科任副科长。在户政岗位上，石
重光也深切体会到法治建设的不断前
行。在一次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
某地区介绍创新工作举措，其中一条就
是新生儿户口必须持出生证、准生证和
居委会盖章才能到派出所申报入户。

讨论时，石重光当着市领导的面提
出异议：“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公安机关
是户口管理的职能部门，依据《户口登
记条例》受理出生户口，只需要出生证，
没有规定必须要居委会盖章同意才能
申报；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孩子已经出
生，申报登记有利于政府掌握情况，宏
观控制，而不是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
从伦理的角度来讲，婴儿是一个自然
人，应该享有户口登记的基本人权，不
能因为其他原因让他成为黑户黑人。”
石重光的反驳有理有据有节，得到领导
和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担任局长：
争创全国优秀公安局

2001年 9月，石重光从新区分局调
任润州分局局长。当时润州土地资源
优势非常明显，全市 70%的重大项目都
在润州辖区，润扬大桥建设即将上马，
到处是工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重
点工程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
事件层出不穷，但基层警力捉襟见肘，
疲于应付。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出

现的新情况，面对公安工作服务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公安机关原
有的某些老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
影响和制约公安工作发展的瓶颈。

天道酬勤，分局党委班子团结一
致，集众人智慧，坚定不移地开始了
改革创新的征程。首先是充分调研，
找到问题所在：一方面是传统体制错
位，结构上强调上下对应，导致分局
机关有 12 个部门 （7 个大队、5 个科
室），庙大和尚多，警力上浮，基层派
出所警力不足；另一方面是运行机制
缺位，分局职能定位为指挥协调型，
大家习惯于浮在面上坐机关，沉不下
去，与一线实战型相差甚远，基础不
牢，反过来影响了公安工作的可持续
发展。

问题已经找到，怎么办？石重光
和班子成员统一思想，下决心迎难而
上，并积极争取市局的大力支持，对
分局机构设置、职能定位进行大胆探
讨，明确提出“分局职能准确定位，
警务机制改革到位，民警职责重新归
位，工作绩效争档晋位”的指导思想
和“机构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
用人制度改革、警务保障改革”为主

要内容的具体改革方案。
在 机 构 改 革 上 先“ 拆 庙 ”后“ 瘦

身”。推行“两室两队两区”模式。“两
室”就是以办公室为主的信息调研、决
策指挥的“警令室”，“以政治处、纪委、
督察、法制、考核办”为主的“警政室”。

“两队”就是以刑侦、经侦、禁毒、国保为
主“四侦合一”的“侦查队”，以治安、消
防、内保、保安、创建办为主的“防控
队”。“两区”就是主动适应润州行政区
划调整，将派出所撤并为6个派出所，并
分为 2个警务区。在领导分工上，由局
长兼警令室主任，政委兼警政室主任，
两名分管局长兼警种队长，其他两名副
局长兼警务区队长，相互之间开展竞
争，原先干部职级待遇不变。

时任省公安厅厅长黄明两次带队
到分局实地检查调研，对“做精中层，做
强基层，打造实战型分局”的“润州模
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全省介绍推
广。公安部调查组到分局调研，《公安
研究》杂志发表了分局的改革经验文章

《做精中层 做强基层 不断把警务机制
改革向纵深推进》。2006年，润州分局
作为江苏唯一的分局被公安部命名为

“全国优秀公安局”。

“这是我刚入警时的警服，上绿下蓝；这是
我第二套警服，上下全蓝；这是我第三套警服，
上白下蓝；这是我第四套警服，八三式……”数
十载的从警岁月从指间悄悄溜走，从意气风
发到儿孙绕膝，或有激流险滩，或有云卷云
舒，时间早已在陈金友的脸庞上镌刻下那无
怨无悔的公安印记。

翻阅一张张尘封多年的照片，见证着时代
变迁和公安发展；悉数一本本珍藏的荣誉证
书，体会了报国卫民的辛勤与忠诚；回顾一串
串或深或浅的脚印，沉淀下警营生涯最美的芳
华。品读退休老干部陈金友的故事，感受老一
代人民警察的公安情怀……

勇为人先
重点人员管理的创新做法在全国推开

1971年，退伍回到家乡后入警，分配到红
旗派出所（1973 年 9 月更名为健康路派出
所）。刚入警的陈金友负责带段，他清晰地记
得红旗派出所位于市中心，辖区大、人口多，但
警力不足，往往一个人需要带两个段，就连内
勤也要兼一个段。一个社区大概 500 多户、
3000多人，下段时，交通主要靠走，通信基本靠
吼，也不像现在配有辅助用工，入户调查和治
安管理的任务还真是不轻松！1984年，陈金友
调到新组建的桃花坞派出所任副所长、所长。
三年后，回到健康路派出所任所长，后被提拔
为京口分局副局长。

1992年上半年，公安部决定在全国规范重
点人员的管理工作，并安排江苏先行试点。层
层部署安排后，最终确定在基础扎实的健康路
派出所组织试点，主要研究规范重点人员认定
的具体标准和分层分类管理的科学模式。时
任省公安厅厅长凌福根高度关注，全程跟进，
专门带队来镇调研，分别与所长、户籍员、民警
等不同对象座谈，深入了解关于重点人员的管
理做法，吃住在镇江近一个星期，实属罕见。
能够获得厅长的肯定，不是一时幸运，而是在
于平时抓基础工作从量变产生质变的效应。
不久，全国重点人员管理的会议就在镇江召
开，公安部推广了京口分局的有益做法。

6年无凶杀积案
赢得“全国优秀县(市)公安局”殊荣

1993年，市局安排京口、润州分局领导交
流，陈金友履新润州分局局长。当时，“马五九
系列杀人案”迟迟未破，又有新的案件发生，群
众的期盼和警察自身的职业使命感，让陈金友
感到压力巨大。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陈金友认为，必须
打破以往刑侦力量单打一侦查破案的模式，要
向各部门各要素实时联动、互补支撑的新机制

转变用力，形成强大合力，实现攻坚突破。按
照新机制新要求，一旦发生命案，全分局各个
警种都必须第一时间到岗，服从指挥员的统一
调度，组织实地一线处置和在岗支援保障，分
工负责，协同作战，最大化用好现有资源。

1994年初，润州分局被公安部授予“全国
优秀县（市）公安分局”荣誉称号。当时全国仅
100家，江苏省只有4家，这份殊荣的含金量和
规格都相当之高。

“当时，润州分局抓基础工作还是打出品
牌的。我们在上级考核方案的基础上，有效结
合实际抓好细化完善，以更加严格的考核牵引
基础工作落实，以群众的满意率、命案的侦破
率倒逼大家履职尽责。”通过分解细化指标打
基础，层层明晰责任抓落实，陈金友在任局长
的6年期间，在市局刑警支队指导下，时任分局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陈云峰带领刑侦大队艰苦
奋斗，使得润州公安分局无凶杀积案，开创了
历史先河。说到这里，陈老尤为动情，“不光是
6 年无积案，就连之前的疑难积案我们都破
了。这个破案不是说确定嫌疑人，而是要把嫌
疑人抓捕归案，走了公诉程序才算的……”

精心备战
勇摘全省国保业务大比武桂冠

国保支队的前身是政保科，1998年 4月更
名为政保处，2002年3月再次更名为国内安全
保卫支队。也就是这个时候，陈金友从水警支
队调入任支队长。

2005年，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国保业务大比
武。当时全省各地的业务大队都是新组建不
久，训练自成体系，水平参差不齐。在全省无
成熟的业务训练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陈金
友多次召开党委会，分析训练形势，查找薄弱
环节，研究训练方法，制定针对性的训练措
施。通过层层选拔，最终确定代表镇江参赛的
队员为张军、顾翕兰、王爱民3人。

越多栉风沐雨、艰难困苦，越是奋然为之、
甘之若饴。业务大队建立之初，底子薄、基础
弱是客观实际，但参赛队员们吃苦不言苦、处
难不畏难。正是大家“人一我十”“人十我百”
的加倍苦练，为拔得头筹奠定坚实的基础。省
公安厅为了确保比武的公平性，专门从山东省
公安厅、上海市公安局邀请来专家担任评委。
比武当天，镇江参赛队员发挥出色，取得全省
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当我们问起陈金友 41年的从警生涯有哪
些感悟时，他停顿了下来，沉默了片刻。或许
有太多的难忘经历，或许有太多的刻骨铭
心，或许有太多的亏欠遗憾，一时难以用言
语表达。他缓缓地开口，话语中略带哽咽：

“这么多年来，有辛苦的一面，也有成就的一
面，实事求是讲，公安工作我这辈子干下来，是
不后悔的……”

三代从警路
百炼始成钢

本报通讯员 张冬妮 葛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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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友

【人物简介】陈金友，男，1952年生，1969
年入伍，1971年入警，先后在派出所、分局、
水警支队、国保支队和市局机关任职，历任副
所长、所长、分局副局长、分局局长、支队长、
调研员，2012年退休。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
市政府记功1次，受省委省政府表彰2次。

【人物简介】石重光，1958年生，1982年
入警，历任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户政科副科
长、户政处处长，新区分局局长、润州分局局
长，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警长，
2018年退休。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2
次，曾被评为“全市十佳勤政廉洁干部”。

“我出生在一个老公安家庭，父亲石征纯是新中国第
一代人民警察。儿子现在也在公安基层派出所工作，我们
算是警察世家。祖孙三代，都有警察基因和警察情结。”夏
日的一个早上，石重光向我们娓娓道来，脸上洋溢着自豪
和喜悦。

石重光是通过参加市公安局第一次面向退役军人的
招录，加入公安队伍的。从一名普通民警到部门领导，再到
分局局长、市局副局长，一路走来，历经波澜。沉沉之质，其
风如壁；松柏之志，有韧不移。

1982年石重光入警照片

1971年陈金友入警照片

采访场景 (右为陈金友)

1979年新兵知青战友合影（第二排右一为石重光）

2009年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石重光（第二排左十）赴疆慰问平暴维稳特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