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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从一个 !"多岁的小伙子，到现在
临近退休的年纪，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
踏踏实实工作了 #$年。这些年，我收获
了一大堆的荣誉———“中华孝亲敬老楷
模”“全国公安机关最美警察”“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并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可有时，我也会感到辛酸、苦闷。
在为居民调解纠纷时，我称呼对方

为“老赵”，竟会引得对方勃然大怒，拍着
桌子质问：“我老了吗？”小区里有一名精
神病患者，每次发病，力气大得谁都拉不
动，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和刀。每次都是我
冲进房里，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还垫付
押金。
有一次，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在

外面和人打架，想找我帮他撑腰。那天晚
上，我正好和几个朋友吃晚饭，喝了点
老酒。这位居民见到我，劈头盖脸一顿
骂：“我在外面被人家打了你不管？你
还喝酒？”之后还到桃浦派出所投诉我
态度不好。
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去帮助孤老，也

会遭人非议。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一个社
区民警，管老人做什么，只要管好治安就
行了。还有人质疑我的目的，说是看上了
老人的财产和房子。我想不通，做好事怎
么会被说得那么难听。的确有许多老人
想把房子和财产留给我，我总是耐心说
服他们，把遗产捐给国家，唯一收下的是
一位老人留下的钻戒，早就交给单位纪
委了。
很多人说我靠的是坚持，其实不是，

坚持不会超过 %分钟，我是自然而然，发

自内心的。当我被误解时，只要想到可爱
的老人们，想到那些和我一样做好事的
好心人，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

弱智孤老李美英，嚷嚷着要给我织
毛衣，已经说 &年了，到现在只织好一截
下摆（大笑）。孤老潘日署在电视里看到
我被市领导接见，合影时，因为我站在
最旁边，老潘就不开心了，说我站在旁
边，他看不清楚。第二天，他竟然花了几
千元买了个液晶电视机，只为让我“站到
当中”。

每年夏天我都要给孤老送 ! 次西
瓜，每次买 &"个。每回挨家挨户送上门，
总有个爱捡垃圾的高妈妈跟在后面，提
着一袋冷饮给我吃。我叫她别破费，她却
说：“你送西瓜，我送冷饮，这叫鼻涕往嘴
巴里淌———顺流。”

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好人总会
有好报。有一次，我带老人们游东方明
珠，觉得票价有点贵，就和窗口工作人员
讨价还价，负责人见出行者都是老人，分
文未收便打开绿色通道；我和老人们在
南翔吃小笼包时享受了 $折优惠，到城
隍庙游览时也有商家给老人送免费礼
物；我带老人去外滩，他们想坐船游览黄
浦江，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外滩水上派
出所，巧的是，所长叫陈德华，和我就一
字之差。所长听我说明来意，立即帮忙联
系，以派出所的名义请老人们免费游览
浦江美景。
和这些快乐和感动相比，那些委屈

就不算什么了。
本报记者 徐轶汝 整理

! !年尽心照顾小区 位孤老
普陀区莲花公寓社区民警陈德骅!!!

本报记者 徐轶汝

荣誉背后酸甜苦辣
! ! ! !采访陈德骅!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

为他实在太忙"

第一次采访是在居委会的民警接待谈

心室! 一个小时里就有 !拨居民来找他!一

个是办临时居住证的# 一个是因为水管漏

水!和物业为维修事宜产生矛盾!请陈德骅

出面调停的# 还有一个是因为对面楼里的

居民一直拿镜子照他们家! 找陈德骅主持

公道的" 再大的脾气$再冲的口气!经过陈

德骅的一杯清茶加三言两语! 总能化戾气

为祥和"

第二次采访!差点%流产&" 我拎着包上

楼! 陈德骅拿着车钥匙往下冲'%快走快走!

有个独居老人吞了 "##粒药!想自杀"&居委

会干部已经过去了!"$#一时半会儿赶不过

来!陈德骅开着%凯迪拉克&去接人!上医院"

幸亏发现及时!老人没有大碍"

陈德骅忙!主要是因为他太热心!管了

太多%分外事&!更进一步说!是因为该尽责

的人没有尽责" 比如水管漏水!本应是物业

的职责!但物业却无法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

复!只能由陈德骅从中斡旋#再比如照顾独

居老人! 子女才是法律规定的第一责任人!

可子女缺位!陈德骅不忍心老人受苦!只好

%补位&"

这些年! 陈德骅和居委会干部呕心沥

血! 都是在为昔日一些职能部门犯的错误

%埋单&"如果小区在建设初期就能做到雨污

分流! 根据居民数量排设口径相当的管道!

就不会一下雨便水漫金山#若城管$住房和

公安部门在违法搭建一露头时就严厉打击!

破墙开店就不会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居委会是一个平台! 职能部门要到场!

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当%二传手&!把责任都

丢给社区工作者! 甚至把容易造成矛盾的

事!让居委会去做"

所以!我宁愿陈德骅没那么忙"

! ! ! !陈德骅!%&岁!普陀公安

分局桃浦派出所民警!"''(

年 $月起担任莲花公寓居民

区社区民警"")年来!陈德骅

以温情对待社区内需要帮助

的老百姓! 自掏腰包照顾 "'

位孤老# 他以智慧解决社区

管理中遇到的难题!"( 天就

拆掉 "%$户违法搭建# 他以

非凡的勇气与菜市场内恶霸

对峙! 半年内打掉 !个恶势

力团伙"

温情
十余年自掏腰包!"万元

! ! ! ! '(()年 *月 ')日，莲花公寓居委会刚成立，陈德骅就
来报到了。当时，居委会每天都有怒气冲冲的居民排队反映
问题。陈德骅体谅这些居民，他们大多是从市中心搬来的动
迁户，家里经济困难、生活无着的人很多。不过最令陈德骅
揪心的，是那些无人照料的孤老。
一天早晨，陈德骅在小区里巡逻，看到一个孩子不慎把

吃了一半的粢饭团掉在地上，想不到旁边一位老太太竟然
捡起饭团，擦了几下就往嘴里送。这位独居老人是杨阿廷，
当时 $*岁，+名子女都不愿赡养她。陈德骅花了 !个月，逐
个找杨老太的子女谈话，但一个也说不通。他一气之下建议
老人打官司告子女，还建议普陀区法院把法庭开进莲花公
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这 +个子女共同出资把老人送进
敬老院照料。
莲花公寓的居民中，+,岁以上的老人有 *"""多人，其

中独居老人 *!"多位、孤老 '(位、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有
&""多位。在他们心中，陈德骅是他们的儿子、侄子。这样
融洽的警民关系，是陈德骅 '$年来诚心待人、真心为民的
结果。
“陈警官，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七旬孤老张秀珍

话没说几句，眼泪就淌了下来。*""%年，张秀珍乘公交车时
遇急刹车，从后门摔到前门，右手臂肩膀处粉碎性骨折。住
院、手术花了 &万多元，出院后还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右手
臂抬不起来，洗头都成问题。张秀珍跟公交车队打官司，结
果只获赔 &万元，还不够付医药费。
老人绝望了，跑到公交车终点站，往车子前一躺。车队

报了警，老人被民警送到陈德骅那里。“阿姨啊，你这样子不
是办法。”陈德骅握住老人的手，答应帮她讨个公道：“放心，
有我在，就有你在。”从此，打官司的任务就归陈德骅了。
从 *""%年到 *"'"年，经过一审、二审、调解，张秀珍最

终拿到了 *&万元赔偿款。这 +年里，张秀珍几度想放弃，可
陈德骅不同意。前一天刚值完夜班，第二天一早，满眼血丝
的陈德骅就带着张秀珍往法院跑。一次法院调解中，车队答
应再追加 %"""元，陈德骅当场拒绝：“%"""元我自己就可
以给她，还要打官司干嘛！”

拿到钱，张秀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还钱给陈德骅：
“要不是他，我根本坚持不下去。”原来，张秀珍手不能举，
陈德骅常去帮她做家务，给她熬粥喝，还经常塞点生活费
给她。陈德骅接近退休年龄，这几年派出所领导体恤他工
作辛苦，考虑将他调离这个“折腾岗位”。想不到，老人们闻
讯集体到派出所“上访”，软磨硬缠要他留下。“我也不想他
退休，有他在，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张秀珍说着说着，又
红了眼眶。

派出所同事帮陈德骅算过账：'$年来，他自费为老人
和社区困难群众花的钱加起来超过 !"万元。每年除夕，他
都要为孤老准备年夜饭；大年初一，他带着蹄髈和蔬菜上门
给孤老拜年；中秋节送月饼，大夏天送西瓜。除了这些“固定
项目”，他还常常为孤老垫付医药费，平时塞点生活费。
不久前，陈德骅又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载着小区里

的孤老和重残人员外出观光。“凯迪拉克”是陈德骅 *""%年
自费购买的二手面包车，为社区里孤寡老人送医、拿药，全
靠这辆车。

在美丽的辰山植物园，)%岁的李美英拄着拐杖漫步在
绿树花丛间。就在一年半之前，李美英在家里摔了一跤，股
骨粉碎性骨折，差一点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当时陈德骅把她
送到医院，医生给出两个选择：一是保守疗法，躺着不动；二
是手术，但要 !万元费用。陈德骅拍板：不能看着她残废，必
须手术。和妻子商量后，陈德骅自己掏钱给李美英做手术，
待老人出院后还安排她入住敬老院进行康复。
陈德骅的一言一行，温暖着老人们的心，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莲花公寓的居民。
十多年前，小区配套不健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居民

之间纠纷频繁，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而如今，莲花公寓小区
一共 *$""多户人家，结成的帮困扶老对子就有 &""多个，
比例极高。近 %""名党员居民被划分为 $个小组，开展扶危
帮困、治安联防、化解纠纷等工作。在小区各个角落，都能看
到社区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其中不少是独居老人和孤老。很
多老人的子女看到陈德骅对老人那么好，也改善了自己对
待家中老人的态度。

智慧
#$天拆除#%&家违法建筑

! ! ! !莲花公寓居委会里，有一间陈德骅专用的民
警接待谈心室，每天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陈德
骅以他的智慧和真诚，公平又巧妙地化解了一次
次纠纷。
陈德骅在谈心室最常处理的就是邻里纠纷，

楼上楼下为了空调滴水的事情争执不下时，他总
是暗地里当“和事佬”，自己贴钱给楼下居民，却
说是楼上居民掏的。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期
间，一些在楼顶养鸽子的居民不愿配合，陈德骅
每晚守在鸽舍旁，等主人回来，耐心做工作，用真
心换得居民的理解。
莲花公寓建立之初，基础设施薄弱：自来水、

管道煤气都不通，没有有线电视，一小时等不到
一班公交车，违法建筑比比皆是。*""&年的夏
天，一场拆违战役在莲花公寓打响。居委会民政
干部林海明记得，那天小区里人山人海，民警、城

管来了一大帮，准备按照门牌号一家家拆，谁知遭
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开发商曾经允诺部分 '

楼住户，沿小区主干道的可以破门经营小店。
刚开头就碰了一鼻子灰，拆违被迫暂停。陈

德骅和居委会干部一商量，主动接过这个“烫手
山芋”。“当时我们就提出，第一不要来那么多人，
第二我们来做工作，第三要一视同仁。”
通过排摸走访，陈德骅很快确定了 '%*户存

在破墙违建情况的居民。他和居委会干部一起，
对这 '%*户居民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不同的劝解方式，发动党员和楼组长一起上门
做工作。对年老残疾、行动不便而破墙铺路的，
他联系物业铺设无障碍通道；对确有生活困难
而开店贴补家用的，他主动帮忙解决“吃饭”问
题；对那些得到过开发商承诺的，联系开发商作
适当补偿。

还是按照门牌号码顺序，拆违又一次开始
了。'%*户，说服一家拆一家，坚决不跳号。当天
晚上做通工作，第二天一早就封门。其他居民一
看，这么顺利就拆了，心想这次大概是逃不掉了。
'%*家，仅用了 ')天，不吵不闹，全部封门。
像陈德骅这样全身心投入到社区管理工作中

的社区民警，实在可敬。和陈德骅共事 ''年的林
海明说，居委会干部从来没当陈德骅是社区民警，
而是把他当成居委会的一员、同甘共苦的兄弟。
莲花公寓地势低，下水道改造前是雨污混流

的，口径小，一下大雨必积水，一积水就有 *""多
户遭殃，水最深时将近 '米，却没有一家打 ''"

求助，因为陈德骅和居委会干部正没日没夜坚守
在第一现场。抽水马桶不能用，他们给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家庭发痰盂罐，再用黄鱼车将痰孟罐推
到居委会来倒；他们轮流给孤老烧饭送菜，为进
水的居民家拷浜、堵沙包。陈德骅想尽办法联系
消防车，进小区帮忙抽水。水退了，他还要和居委
会干部一起上门关心居民用电安全，帮忙做好消
毒工作。

勇气
半年端掉!个恶势力团伙

! ! ! !这些年，陈德骅在小区里关心孤老、解决纠
纷的事情，大伙儿都如数家珍。可对于陈德骅以
一人之力，花半年时间，端掉真北市场 !个流氓
恶势力团伙的故事，知道的人却不多。
陈德骅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莲花公寓、祥和

星宇、复地美墅 !个小区，还有紧邻莲花公寓的
真北市场。真北市场蔬菜部经理金志平回忆，
*""%年 +月，他调回真北市场时，欺行霸市的现
象已经存在。“想老老实实做生意，是没有生存空
间的。”金志平说，有菜贩自己到江桥市场、曹安
市场进货，拿到真北市场来卖，结果被一帮流氓
打伤，原因是没交保护费。更过分的是，即便交了
保护费，也不是想卖什么就能卖的。这些恶势力
团伙垄断了市场内几种蔬菜的经营，他们随意抬
高菜价，严重损害周边居民的利益。

*""%年底，陈德骅接管真北市场，为了“打
黑”，他半年没有回家，吃住都在市场里。金志平

给陈德骅准备了一室一厅，外间办公，里间休息。
“当时我还纳闷，他晚上待在市场里干嘛，后来才
知道，为了搜集证据、保护证人，陈德骅都是半夜
里偷偷找那些被害的个体户，做他们的思想工
作，挨个儿做笔录。”金志平说。
一墙之隔的莲花公寓，居委会干部一两个月

没见到陈德骅，既埋怨又有些担心，到市场里一
看，见陈德骅吃不饱、睡不好，还时常被人用刀
指着，顿时不怨他了。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商量，
隔三岔五给陈德骅烧点菜送去，还把他的衣服
拿回来洗。
“潜伏”了半年多，陈德骅终于搜集到确凿证

据，准备“收网”。一天晚上，''"接警称，真北市
场某个摊位内聚集了十多名手拿长刀的人。陈德
骅带领联防队员立即赶到现场。“我有医保，我在
前面，你们跟在后面。”陈德骅抢先冲了上去，联
防队员和增援的民警紧跟在后，呼啦一下，房间

里十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团团围住，束手就擒。
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陈德骅在市场里张

贴警方提示，提醒商贩们要遵纪守法。随后，他
将犯罪嫌疑人从联防队办公室一路拉到人流量
最高的 !号门，门口等候的警车拉响警报，这对
盘踞在市场内外的恶势力团伙起到了极大的
震慑作用。
“打黑”成功了，但陈德骅还有一项艰巨的任

务。*""+年被警方抓获的恶势力团伙中，不少人
全家都是靠做蔬菜生意为生的，刑满释放后，他
们中的一部分还是回到了真北市场。!$岁的阿
陈（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是团伙中的小头
目，负责出谋划策。陈德骅深知，刑释人员回归社
会，最难的就是找工作，他不但没有把这些人拒
之门外，还帮他们一一安排好摊位。陈德骅对他
们说：“钱，还是给你赚；有困难，我还会帮你；但
你们要是再‘轧坏道’，我也一定会再送你们一
程。”如今，阿陈已经把摊位交给妻子打理，自己
当起了小老板。日子渐渐好起来，他对陈德骅的
态度，也由最初的害怕转变为感激：“要不是陈警
官，我可能就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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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骅在和居民谈心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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