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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飒爽、神采奕奕的“警
花”，凭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在
岗位上发光发热、屡建新功，成为
警营里一道靓丽风景，她便是从警
7年的“警花”——周怡然。7年来，
她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扎实
的作风、高效的质量赢得了大家的
认可。2022年新春佳节刚过，记者
就见到了正在忙碌工作的她。

90后“警花”华丽转身

“请在这里签字。”2月9日，在
区行政服务大厅内，区公安局出入
境支队民警周怡然正耐心地引导
一位市民办证，短短几分钟，她就
为其顺利办完了手续。谁能想到，
眼前这位对业务办理驾轻就熟的
90 后“警花”也曾对业务工作感到
迷茫。

初到出入境大厅工作时，性格
腼腆加上业务生疏的周怡然很

“怕”跟群众打交道，“有时候办业
务的群众很急，语速很快，稍微追
问两句我就答不上话了。”周怡然
说，自己刚到出入境岗位时“脑袋
都是懵的”，不知道该如何跟群众
交流，为此不得不经常灰溜溜地跑
去找同事求助。为了不拖团队后
腿，周怡然开始自学业务知识和专
业政策，还随身准备了一个笔记
本，每当受理特殊业务或者遇到特
别少见的情况，她都会将事件经
过、解决方法等记下来，下班回家
路上还不忘拿出来翻翻。短短1年
时间，她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业务
经验，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

“出入境支队是一个为群众服

务的窗口单位，怎么让群众满意是
我们每天都要考虑的事。”在不断
地学习和进步中，周怡然也逐渐琢
磨透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服务群众耐心细心

询问情况、照相、打表、复印相
关材料、移交受理台，这是周怡然
日常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基本程
序。“群众来办证肯定希望一次就
能办成，我们的服务就要做到位。”
周怡然坚信，“遇事不推、小事不
烦、工作不怨”是做好公安窗口工

作的“秘诀”。
2019 年 11 月一个下午，一位

年近古稀的老人来到周怡然负责
的窗口，高兴地说自己的子女要
带他去看港珠澳大桥，要办港澳
通行证。周怡然按照程序向老人
询问具体情况，但无论她如何解
释与说明，老人都是一脸茫然，无
法理解周怡然的提问。随着时间
的流逝，她负责的窗口逐渐排起
了长队，等待办理业务的群众增
多，老人的诉求毫无进展，这下可
犯了难！就在此时，周怡然灵机
一动，向老人要到其子女的电话

号码，跟子女核实、确认了老人办
证所需的信息，几分钟后就为老
人办好了证。担心老人耽误行
程，周怡然在其离开前又反复提
醒其取证时间。看着老人离去时
的笑脸，周怡然心里甜滋滋的。

“能解决群众的需求，自己也会很
开心。”周怡然说。

排忧解难挺身而出

窗口工作不能仅靠耐心，遇到
紧急情况时，周怡然也会挺身而
出，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同志，请你们帮帮我……”
2020 年 3 月的一个中午，一名女
子急匆匆来到大厅，带着哭腔向
周怡然求助。原来，该女子姓张，
其丈夫几天前在国外不幸身故，
家里人需要尽快出国办理后续事
宜，但苦于都没有护照，又怕办理
时间太长，不知如何是好。了解
情况后，周怡然立即为该女子开
通绿色通道，优先为其办理了护
照，随后她又向上级汇报情况，为
其申请了加急取证，原本需要一
周的领证时间缩短到次日上午。

“非常感谢周警官，你可帮了我大
忙啊！”离开前，张女士拉着周怡
然的手感激不已。

在出入境大厅工作 5 年，周怡
然受理出国（境）业务 13121 证次，
群众满意率达100%，多次获“合川
区公安局巾帼建功标兵”、区行政
服务中心“服务之星”等称号。作
为一名“90后”民警，她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着“出入有境，服务无
境”的庄严诺言。

出入有境 服务无境
——记区公安局出入境支队民警周怡然

○记者 袁询 通讯员 陈富为 文/图

向群众宣传政策的周怡然（左）

本报讯（记者 谌永
恒 摄影报道）连日来，南
津街街道组织各村、社区
举办“看民俗、包汤圆、猜
灯谜”等传统节日庆祝活
动，老少居民欢聚一堂，在
热闹喜庆的氛围中欢度元
宵佳节。

2 月 11 日，南津街街
道白鹿山 社 区 、石 鼓 坝
社 区 、白 塔 街 社 区 分 别
以“ 我 们 的 节 日·冰 墩
墩 闹 元 宵 ”“ 迎元宵·送
慰 问·防 诈 骗 ”为 主 题 ，
举办庆祝元宵节主题活
动。辖区居民与社区工
作 人 员 、志 愿 者 一 起 看
民俗、包汤圆、合唱经典
革 命 歌 曲 ，共 同 庆 祝 佳
节。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与辖区“银龄老
人”一起包汤圆、共同许下

新年“微心愿”张贴在许愿
墙上，展望身体健健康康、
生活红红火火。

在白塔街社区，居民
们自发组织的合唱团在
文峰古街合唱经典歌曲，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派
出所民警、金融机构工作
人员现场宣传反诈骗知
识，叮嘱辖区居民要防范
网 络 骗 局 ，牢 牢 守 护 好

“钱袋子”，祝福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元气满满，钱包
满满。

据悉，连日来，南津街
街道各村、社区积极组织
开展庆祝元宵节活动，营
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内
容丰富、形式新颖，充分展
示了村、社区与辖区居民
和谐有爱、奋进向前的新
年新气象，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

南津街街道

组织开展庆元宵节活动

居民共聚一堂包汤圆庆元宵

红岩英烈刘国鋕是小说
《红岩》中优秀共产党员刘思
扬的原型，曾在云南战斗、磨
砺。红土高原上留下了他斑
斓的革命史迹。

舍优渥生活赴云南办学

刘国鋕，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泸县一个名门望族，其父刘
笃初曾担任四川省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刘国鋕七岁时父
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他亲身体验到封建地主对下层劳苦
大众的剥削，世间贫富悬殊的不公，从而产生对黑暗社会的不
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1936年，刘国鋕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当地高涨的抗日救亡
运动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在校期间，他阅读了云南人艾思
奇所著的《大众哲学》以及《思想方法论》等大量启蒙读物，树
立了寻求真理、改造社会的信念。1939年高中毕业后，刘国鋕
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后因病休学一年。

1940年，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刘国鋕病愈后，
就近到叙永分校学习。1941年，他随分校迁到昆明西南联大
本校。在西南联大求学是刘国鋕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
参加了学校很有影响力的“冬青”壁报社的活动，积极参与抗
日救亡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革命青年到抗日敌后、到广
大农村发动民众，中共云南省工委及中共西南联大支部积极
响应。此时，地处滇东北的陆良县县长、中共秘密党员熊从周
一边在当地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一边派人到西南联大寻找进
步教师到陆良办学。中共云南省工委及中共西南联大支部获
知消息后，认为在陆良建立党的据点十分必要，经过慎重考虑
和权衡，决定派刘国鋕到陆良工作。

当时刘国鋕正面临大学毕业，他的亲戚、国民政府经济部
部长刘航琛在资源委员会早为他谋得职位，但刘国鋕却告知
家人要到贫瘠落后的陆良县做教育工作，令亲友震惊不已。
他们认为刘国鋕不到政府机关享受高薪厚禄，却跑到“不毛之
地”当教书匠，简直不可思议，便用亲情相劝。但刘国鋕不为
所动，毅然决定到陆良开展工作。

刘国鋕到陆良县后，熊从周对他甚为器重。兼任陆良县
中校长的熊从周委任刘国鋕为县中教务主任，并代行校长职
权。其间，刘国鋕陆续安排了组织上派来的进步青年到校任
教，如他的侄子刘以治及吴子见（《红岩》人物华为原型之一）
等。不久，陆良中学除个别老教师及总务人员外，教职工大都
是来自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就
这样，陆良中学成为了党的工作据点。

熊从周对刘国鋕十分关心，遇校内重大事情都找他交谈，听取意见。有时他
还到刘国鋕宿舍与之促膝谈心，进行启发教育。他还经常出席由刘国鋕等举办
的学校周会和各种纪念会，每次到会都要发表讲话。

在熊从周的支持下，刘国鋕带领同志们一道辛勤工作，仅一个学期就改变了
学校的面貌。学校民主氛围浓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家长都愿意将子女送到
陆良中学上学，有的甚至把原在昆明读书的子女转回陆良中学就读。

到重庆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抗日形势严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军直逼黔滇，贵州独山危急。为
抵抗日军侵略，刘国鋕带领陆良中学师生着手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一是在学生中进行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和教育。积极组织学生办壁报、唱革
命歌曲、读革命书籍、举办文艺晚会，并把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秘密读书小
组。二是选择邻县路南县彝族聚居的圭山地区作为据点开展工作。通过与少数
民族上层有关系的学生联系，以熊从周的名义前往圭山进行实地调查并发动群
众，随后进行具体部署及准备枪支弹药等。不久，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部署虽未
及实施，但刘国鋕等进行的工作为该地区以后的反蒋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熊从周、刘国鋕等在陆良的活动引起了刚成立不久
的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人员向省政府密告县长熊从周掩护刘国鋕等“赤
共”图谋不轨。驻陆良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随即下令逮捕刘国鋕等人。党
组织获悉情况后经请示南方局，决定调刘国鋕到重庆工作。

1945年11月，刘国鋕与熊从周分别。仅隔八个月，即1946年7月14日，熊从
周被国民党特务毒害致死。

刘国鋕到重庆后，利用其五哥刘国錤任川康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且系国民
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女婿的关系，以《商务日报》记者等职业作掩护，积极
进行党的工作。党组织鉴于他曾在西南联大及陆良的诸多工作中历经磨炼、担
当重任，故任命他担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此外，他主动担负起重庆地下
党秘密宣传小报《挺进报》的部分发行工作，资助彭咏梧、江竹筠离渝前往川东乡
下开展工作等。

狱中经受诱惑与酷刑考验

1946年6月下旬，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等连续举
办三次招待会，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
主张，号召反内战、争民主，得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但是蒋介石一
意孤行，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人士。

7月11日晚，李公朴携夫人返家途中，在昆明大兴坡小巷内遭国民党特务暗
杀。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将生死置之度外，
拍案而起：“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
罪，竟遭此毒手？”“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下午5
点，闻一多返家途中，在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附近遭到特务暗杀，身中
数弹，当即殉难。

两位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被暗杀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各地掀起了声讨国民党反
动派血腥罪行的斗争浪潮。刘国鋕以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陪都青年联谊会的名
义，呼吁声援，组成李、闻血案后援会，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还于8月
20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表达对闻一多的敬仰和追思。

文章写道：“有人以为由于当局空前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引起了他的憎
恨……有人以为国内外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指明了解放的途径，并把闻先生卷进
了阵营。一句话，现实环境的改变，转变了闻先生。”“然而环境绝不是一切呵！
战时教授们的遭遇差不多都和闻先生相似，可是有几个变成了像闻先生这样坚
强的民主战士？”刘国鋕在文末大声疾呼：“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
命……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
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1948年4月19日，刘国鋕不幸被捕，先后被囚禁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
狱。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对刘国鋕出身富贵之家却跟着共产党闹
革命大惑不解，企图劝说使其改变政治立场。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鋕：“你这样
的家庭有钱又有地位，你要为自己的一生着想，为自己的幸福着想。只要你签字
脱离共产党，我就释放你。”刘国鋕昂然回答：“要我脱离共产党，办不到。中国革
命一定成功，我愿为人民牺牲自己。”此后，刘国鋕在敌人的酷刑、诱惑面前，经受
住了考验。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监狱的革命
志士进行了大屠杀。11月27日，年仅28岁的刘国鋕被杀害。

刘国鋕被押上刑场前，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
的枪口下。”

他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自己的誓言：“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
而无愧！”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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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钓鱼城街道花滩社区联合重庆世纪金马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
庆元宵主题活动，通过包汤圆、猜灯谜、套圈圈等活动，营造节日氛围。图为居民们在
悬挂的灯谜前猜灯谜。 记者 黄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随着元宵
节的到来，合阳城街道组织各村、社区
举办欢欢喜喜闹元宵主题活动，营造
节日氛围，展现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
新风尚。

2 月 11 日，濮湖社区活动室内洋
溢着一片喜庆氛围，辖区内城管代表、
协勤代表、环卫工代表等基层工作者
欢聚一堂，共庆元宵佳节。社区负责
人首先向大家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参
加活动人员一起吃汤圆，围坐在一起
高高兴兴唠家常。表演环节中，社区
舞蹈队成员为大家表演了歌舞、扭秧
歌、踩高跷等节目，并邀请现场观众进
行互动，现场教学扭秧歌；当天还开展
了击鼓传“虎”游戏和猜灯谜等活动，
通过这些传统游戏为大家制造了欢快
的氛围。

当天，洛阳溪社区活动室内喜气
洋洋，社区组织开展的“我们的节
日·欢乐过元宵”活动正在这里开展，
志愿者和热心居民们齐聚一堂，其乐
融融包汤圆、煮汤圆、吃汤圆；社区志
愿者还向辖区环卫工人、小区保安等
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送去了
煮好的热气腾腾的汤圆。

2 月 15 日，五尊社区开展了第十
届邻里文化节暨庆元宵包汤圆比赛活动。活动中，社区居
民踊跃参加，在比赛现场，选手一起和面，一起包汤圆，场面
其乐融融。热腾腾的汤圆放置桌间，群众与选手一起分享
着比赛成果，互送节日的祝福，热闹非凡。颁奖环节，大家
尽情的欢呼，为获奖选手送去诚挚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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