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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勤芳从小在上海长大，后随参
军的父亲东奔西走，1966年定居镇
江。1972年初中毕业后和父亲一样，
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话务员。1977年
进入镇江市公安局强劳队工作。一年
多后，调入治安科口卡室，从此在户
籍岗位上一待就是24年。

“口卡，就是户籍卡片。由基层派
出所将户籍人员的基本信息，如：姓
名、民族、住址等填好后，定期报到口
卡室，我们就按照拼音顺序将卡片一
张张放入档案柜。”郏勤芳在接受派
出所的卡片时，要进行严格的审核，
对一些项目填写不全、不清的，要求

退还或者当场改正。“为这事，还不知
道得罪了多少人，有些同志认为这点
小事还斤斤计较，说话就比较难听
了。”但就算没有好脸色，郏勤芳依然
始终坚持她的原则，因为填写不规范，
就可能在对外查档时遇到大麻烦。

每年全市户口统计汇总是郏勤
芳最为头疼的事情。“户籍卡片由迁
入地派出所登记填写报送，比如一个
人从宝塔路派出所迁到大市口派出
所，群众需要先到宝塔路派出所办手
续，然后凭手续去大市口派出所登
记，但经常有人户口迁出后，不及时到
迁入地派出所登记，这样汇总时就麻烦

大了。”一方面，郏勤芳有这个人的户口
资料，但迁出地派出所不认账，人已经
迁出了啊！另一方面，迁入地派出所也
不认账，没有人来登记啊！郏勤芳的户
籍档案库里就凭空“多”出一个人。

“每年为了核实一个人的户籍信息，
不知道要和派出所磨多少次，虽然要
忙两个多月，但最后总是核不平。”

郏勤芳感慨地说，这样的劳作日
子随着科技化发展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现在户口迁入只要符合要求，一
律由迁入地派出所直接登记，既不需
要群众在两个派出所之间奔波，也确
保了信息的及时和准确。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市区一些
主要路口设有交通岗亭，安装了手动
控制的信号灯，王广盛刚入警时，市
区总共才有 12个岗亭，执勤交警坐
在岗亭里，时刻关注路口的车流量情
况，手动控制着开关实行东西或南北
方向车流的绿灯放行。1984年参加公
安工作后，王广盛第一站是交警一中
队（现京口大队），被安排在老船厂巡
段（现东吴路、江滨路片区），负责船
厂岗亭路口（现解放路与长江路）信
号灯管理，这是王广盛第一次接触交
警的“高科技”。

说到信号灯，王广盛感慨“今昔
大不同”。在他看来，信号灯的发展史
就是整个镇江交通管理变迁的缩影。

“1是红灯，2是黄灯，3是红灯，我们
是手动控制信号灯的，工具很简单，
一个控制盒，跟饭盒差不多，能盛二

两饭的那种，中间布置一个简易开
关。控制盒与信号灯之间连接一根电
线，我就坐在岗亭里，时刻关注路口
的车流量，向左或向右拨动开关，控
制东西或南北方向的车流。”

当时，负责信号灯的民警实行
“两班制”，一班时长为 2小时。第一
班要求 7点前到岗，有些岁数大的同
事在岗时忍不住瞌睡，信号灯几分钟
都不调换，一些公交车司机会下车

“友善”提醒下岗亭内的交警。说到这
个，王广盛忍不住笑了起来。再后来，
王广盛就主动揽下了最早一班的信
号灯控制岗，“我年轻，可以让老同
志多睡睡。”为了能够保持路口通畅
有序，王广盛每次都要提前 30分钟
到岗，同时在上岗前一个小时不喝
水，保证自己在控制信号灯的时段内
不上厕所，就这样持续了半年。

人物简介：王广盛，1964年2月出
生，1984年参加公安工作，在京口交警
大队（原交警一中队、一大队）一干就是
35年，1996年担任副大队长，现任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大队四级高级警长，
1989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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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80 年
代初从警的王广盛，
当了35年的交通警
察，一直在交通管理
第一线默默耕耘，说
起交通管理的巨大变
化，他无疑是见证人，
无论是城市主干道还
是背街小巷，只要你
能说出的地名，他都
能直接把交通状况讲
得清清楚楚，俨然是
一副“活地图”。35个
春夏秋冬，他的足迹
踏遍辖区内的每一个
角落，他用脚步丈量
着城市的距离。

从上海到镇江，从
部队话务员到公安民
警，她扎根户籍岗位24
年。在一线窗口服务群
众20年，一天天登记、
查档，一次次复印、答
疑，每天的重复劳作，却
让她绽放出异样璀璨的
光华：省三八红旗手、市
劳模、市十佳民警……

岁月匆匆，她从青
葱少女变为慈祥可亲的
奶奶，她的岗位也从服
务群众一线转为家庭

“后勤部长”。但一帧帧
泛黄的照片，一枚枚簇
新的奖章，却默默诉说
着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让我们共同探寻，
她，郏勤芳，一名普通镇
江公安民警，身上有着
怎样的故事……

1992年，王广盛作为第一批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劳模班学员，来到北京
开始了 4年的学习生涯。但是，他并
未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每逢寒暑
假，他都主动回到自己的岗位履职。
1996 年，王广盛获得优秀论文三等
奖，并以优异成绩毕业。鉴于之前的
表现，学成回来的王广盛被破格提拔
为一大队副大队长。

刚提为副大队长的王广盛分管
宣传工作。“现在信息技术发展迅猛，
宣传方式也多种多样，在上世纪 90
年代为了交通安全宣传我还真动了
不少脑筋。”王广盛边说边翻开了他
那本厚厚的宣传报道收藏册，里面记
录着他当年宣传工作的点滴，“那时
候，我经常拿着录放机进社区播放交
通安全短片，跑遍了辖区所有单位。”

王广盛负责宣传工作期间，在桃
花坞八区建成了第一个宣传基地；在
上隍社区组建了第一支老年交通安
全宣传队；帮助贺家弄幼儿园策划的
交通安全宣传节目，获得全省交通安
全宣传比赛优秀奖。1998年，在镇江

师范附属小学（现江滨小学），王广盛
被聘请为学校的交通安全宣传员，负
责为学校的小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
课，因为是全国先进人物，他对口的
一个小学班级还被称为“王广盛英雄
中队”。更为巧合的是，正在聆听王
广盛讲述的民警纪军，以前就是这个
班级的学生，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
小学生和王广盛成为了战友，这似乎
也是一种传承和发展。

30多年来道路的变化让王广盛
最为感慨。如今在镇江，一些主干
道都是“双向 6车道”“双向 8车道”，
近几年，隧道、高架也正式投入使
用，但即便如此，在早晚高峰时段还
是会觉得拥堵，恨不得路还能再宽
点。据王广盛回忆，1985 年的时候

市政府开始修建中山路，标准是“双
向 4车道”，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只能
算是“小路”，但在当时可谓是“宽阔
无比”，由于汽车少，机动车道上从来
都没有发生过拥堵。

35 年的岁月沧桑，35 年的从警
生涯，35年的保驾护航，再次回忆起
来充满无限的激动和感慨！流过的
是时间，不变的是信念。“装备升级
了，理念更新了，但认真履行神圣职
责和光荣使命的那份初心不曾变；车
辆增加了，管理更难了，但永远向党
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的决心不曾变；
需求变多了，目标更高了，但为社会
作出无私奉献的那份爱心不曾变！”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本报通讯员 纪军 凌霄

1985年，也就是在参加工作后半
年左右的时间，副队长门东临问王广
盛对岗位安排有没有想法时，王广盛
再也忍不住地说了出来：“英雄无用
武之地。”

原来，在分配时，长相较好、身材
挺拔的，都被安排到大市口、健康路
口形象岗工作。而王广盛由于皮肤
黝黑未能被选中，他憋着一股子气，
心中始终充满着对那个岗位的向
往。1985年5月，他如愿被调至健康
路巡段，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电子控
制器进行周期运作，不用再由人工调
整了，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虽然
汽车还未普及，但拖拉机、板车随处
可见，自行车载人、闯红灯等现象也
屡见不鲜，想要管好交通秩序并不容
易。而王广盛倾尽自己的时间和精
力去用心管理，他所辖路段的交通秩
序也得到很大改观。

“这个小黑皮很负责。”说这句话
的是时任镇江市市长陈壁显。有几
次他骑自行车出政府（原市政府在健
康路口附近）暗访，在出门前，他看到
王广盛在路口认真管理交通秩序，几
个小时回来后，王广盛依然在路口站

岗管理。“皮肤黝黑、做事认真”，让市
长印象深刻。于是，陈壁显多次在全
市大会上号召向这个“小黑皮”学习，

“小黑皮”的外号也在全市传开了。
1988年 4月，24岁的王广盛成

为镇江市劳动模范，并获得首个嘉奖
令。这一年，市公安局接管了交通局
的交通监理机构，同时交警大队升格
为镇江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次年，
王广盛获得镇江市“十佳青年”荣誉

称号，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并被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在北京，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观，还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
见。”谈到这个，王广盛无比自豪。
从北京回来后，镇江市召开劳模报告
会，号召向王广盛同志学习。王广盛
暗自发誓，“要发扬劳模精神，把交
管工作做得更好。”

初始记忆：与手动信号灯为伴

市长称赞：“这个小黑皮很负责！”

安全宣传：跑遍了辖区所有单位

在宝塔路派出所户籍窗口 17
年，是郏勤芳人生中最为辛劳也最为
辉煌的时期，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获
得十佳民警、市劳模等荣誉。从 28岁
到 45岁，从小郏到老郏，她就想着平
平稳稳呆在宝塔路派出所得了。但这
时的老郏已经是大门口挂红灯——
美名（明）在外，有人想请出老郏这位
先进……

1999年 8月 1日，郏勤芳被调至
中山西路派出所户籍窗口上班。到了
新的岗位，闲不住的郏勤芳先来了个
大搞卫生，“让前来办事的群众有一
个舒心的环境。”然后，上班时间在岗
在位，严谨细致；遇有群众办事困难，
倾心相助；对群众咨询其他岗位的问
题，热心指点。短短几天，旧貌换了新
颜。“老郏你真是神了，我在隔壁，天
天听到群众的感谢声，听到笑声，我
真是服了你。”时任中山西路派出所
所长黄克彬不禁为自己的“计谋”成
功而得意不已。

“这么多年的户籍窗口工作，你
觉得枯燥吗？”

“有时也烦。但更多时候，是为
群众解决切身困难时得到的欣慰与
满足。”

1989年，一位台湾老人写信给市

公安局，想寻找19世纪30年代出生的
侄儿。接到上级指令后，郏勤芳立即行
动起来，查找底档、实地寻人……多方
查找后，得知其侄儿早已去苏州定
居。“那个时代，也没有大数据查询什
么的，全是凭人工一本本档案查、一
个个地址找。虽然知道老人的侄儿去
了苏州，但具体什么地址、怎么去找，
那个工作量就海了去。”

其实按照规定，郏勤芳的工作到
这里也完全可以结束了，她只要告知
老人去苏州公安机关查询即可。但想
到相隔万里，老人联系不便，郏勤芳

毫不犹豫地决定帮助这位台湾老人
圆梦。发函到苏州市公安局，请兄弟
城市警方帮助查找。一次次的肯定，
到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信心满
满，到一次次的无功而返。终于，上天
不负有心人，历经数十天时光，终于
查得老人侄儿在苏州的住所。

得到确切消息后，台湾老人来
苏州认亲，还特地绕道镇江，给郏勤
芳送来一面大红锦旗“大陆公安 人
民保姆”，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本报通讯员 何志斌

1982年，随着镇江升为省辖市步
骤的加快，地市公安机关合署办公已
经列入重要日程，一些岗位的重组与
人员的分流，也成为年底的一件大事。

当年12月1日，郏勤芳来到宝塔
路派出所，成为一名户籍窗口民警。
当时的窗口就她一个人，同时还肩负
着其他工作。“那时的派出所就一部
电话，放在户籍窗口，所有大事小事，
找所长，找民警，都通过这个电话，只
要一上班，电话这里就不能离人。刚
开始，窗口就我一个人，实在有点吃
不消。后来补充了一名助手，虽是一
位70多岁的老同志，但好歹有时可以
换换我喘口气了。”

1987年，郏勤芳印象极为深刻，
这一年，镇江市第一代身份证开始制
发。“1984年，我国开展在北京试点颁

发居民身份证。1986年底，公安部公
布施行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
1987年，我们镇江公安机关根据上级
部署和要求，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集中制发首批居民身份证。”和现在
的身份证有着多项科技含量不同，第
一代身份证“土得掉渣”，聚酯薄膜密
封、单页卡式、15位编码，并且都是手
工填写。

作为户籍内勤，郏勤芳身兼双
职：一个是在民警和工作人员上门核
对户口信息的基础上，做好汇总归
类；另一个是深入由她自己负责的

“集体户”单位，直接核对人口信息。
郏勤芳负责的是船山矿、地质三队等
单位，有3000多人，幸好每个单位的
保卫科都十分给力，郏勤芳自己的入
户核查工作高效又高质地完成了。

口卡室：汇总全市户籍资料，手工卡片记载家庭变迁

户籍窗口：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沁人心脾的芬芳

转移阵地：是金子在哪都闪光，始终全心全意服务群众

1995年，郏勤芳参加先进典型座谈会

1995年，郏勤芳（二排右二）与全国公安英模报告团合影

郏勤芳退休后的生活

1984年，郏勤芳在宝塔路派出所

如今正在执勤工作中的王广盛

1989年9月，王广盛在天安门广场前的留影

上世纪80年代，王广盛在指挥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