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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李心雨 通讯员
许冰冰 文/图）春节期间，石狮市公安局全
警动员，树牢“群众过节、公安站岗”思想，
积极履职尽责，统筹做好值班备勤、应急处
置、打击犯罪、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实现
全市安定稳定、秩序良好。截至2月17日
24时，110报警台共录入有效警情1244
起，刑事警情10起，比去年春节期间下降
9.09%；未发生交通亡人事故，未出现大面

积、长时间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总体平稳有
序。与去年同期相比，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
数全面下降，全市未发生因燃放烟花爆竹
而引发伤人事故。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首
个春节，假期时间长，群众探亲、出行意愿
强烈，大型活动密集举办，维护安全稳定任
务艰巨繁重。石狮市公安局实行高等级勤
务防控，对重点要害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
采取加强型、叠加式武装巡逻，全面落实社
会面治安巡控“1、3、5”分钟快速处置要求，
提升街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形成强大震
慑。加强对涉险公共区域、景区景点、网红
打卡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领域的巡逻防控，
每日抽调机关20余名警力支援辖区派出
所，加大巡防密度，增加巡逻频次，确保整
体旅游景区秩序良好。主动加强辖区旅游
路线、旅游景点交通的重点监管（春节期间
主要景点车流量，宝盖山、永宁红塔湾、洛

伽寺、黄金海岸、祥芝“小威海”等景点周边
道路车流总计约108000辆），做好周边道
路交通疏导工作，有效遏制了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春节期间，石狮市公安局保持严打态
势，维护社会安定。针对节日特点，依法严厉
打击“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领域突
出违法犯罪，依托“快警务”机制全力开展破
案追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节日期间，全
市共立刑事案件11起，同比去年下降89%；
破刑事案件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紧盯
电信网络诈骗等社会热点问题，强化源头打
击整治和精准宣传防范，春节期间，共下发
预警劝阻信息1240条，人工预警290人次；
预警后被骗率为0；同时督促各派出所对大
队每日下发的高危潜在被骗人员第一时间
开展面对面劝阻预警、宣传防范，切实从源
头上阻止涉诈警情的发生，有效遏制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

石狮公安：新春值守 平安“护航”

日前，沈海高速泉州往福州方向驿坂
收费站路段，两部货车发生追尾事故。接警
后，泉州高速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到
现场处置。

在事发现场，两部事故货车均侧翻在
应急车道上，一部货车装载的海鲜散落一
地，现场一片狼藉。执法人员协助高速交警
做好安全布控，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通行。随

后，在施救力量帮助下，事故车辆和受伤人
员及时转移。为减少司机损失，执法人员联
合交警、养护等人员组成义务搬运工，捡拾
海鲜货物，经过近2个小时，散落的海鲜全
部装车转运，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经了解，海鲜货车行驶至事发地时，未注
意到前方应急车道停靠的另一部货车，发生
追尾，侧翻在高速上。（何晓平 陈旖旎 黄枫）

货车侧翻，多部门紧急救助

南安交警进企业

开展“开工第一课”拧好复工“安全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黄耿煌 通

讯员康晓敏 林培清）春节刚过，南安各家企业
陆续复工复产。南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石井中
队迅速部署“开工第一课”，拧好复工“安全阀”。

2月20日上午，石井中队走进辖区联
东U谷产业园、福建建工集团、顺腾渣土运
输有限公司等，为企业员工及驾驶员送上
节后安全出行指南。民警通过列举典型交
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结合大货车日常行
驶中普遍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全面讲解
规范行车、文明驾驶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

提醒驾驶员务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
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为方便驾驶员直观了解货车内轮差和
视野盲区，民警模拟设置货车在转弯行驶
中，由于右侧视野盲区导致与两轮车发生
碰撞的场景。驾驶员通过登车感受货车视
野盲区，并根据自身驾驶经验，互相讨论避
免盲区的方法和技巧。同时，要求企业负责
人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员工、驾
驶员日常安全教育引导，规范运输车辆管
理，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三根手指：
一场变故带来伤痛

正月的一天傍晚，记者两次前往市
区东街，寻找闫秀军。

在熙熙攘攘的东街，时常有人驻足
在骑楼下的摊子前，欣赏闫秀军用铝丝
编织的小摆件，不时有人拿起来细细把
看。五颜六色的铝丝，编出了孔雀、金龙、
招财树等。

每天早上10点左右，闫秀军会骑着
一辆特制的、能用单脚踩动的人力三轮
车，来到东街出摊。他坐在一张矮凳上，
身前架起一张折叠桌，放上编织好的成
品摆件，然后从围绕在身边的箱子里翻
出绿色的铝丝，将铝丝一圈一圈地绕在
铝尺上，再把绕好的铝丝线圈一截一截
剪下来，用只有三根手指的左手抓着，右
手用尖嘴钳把一截截线圈塑成松针的模
样，最后绑在迎客松盆栽上，做这样一盆
约30厘米高、30厘米宽的迎客松，要花
掉闫秀军一天半的时间。“现在很熟练
了，以前制作，铝线会扎到手。”

闫秀军今年53岁，老家在河南。他
曾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开大货车送
货，但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左腿和左手
的两根手指。后来也因此离了婚。对于过
往的这些伤痕，闫秀军淡淡地说，不愿意
过多提及。

不过，20多年前的这场意外并没有
打倒他，他开过餐厅、摆过地摊、做过小

生意。8年前，朋友介绍他到一家工艺品
加工厂制作金属编织。“在厂里做的都是
实用物品，小到笔筒、果篮，大到摇篮、摇
椅，都有。”闫秀军说，从工厂出来后，他
开始尝试着结合之前的手艺和自学，制
作工艺摆件。

七年在泉：
曾露宿街头半年

今年是闫秀军来泉州的第7个年头
了。为了给孩子凑齐上大学的钱，他把老
家房子抵押，自己外出务工。刚来泉州时，
因为手上没有多少钱，他只能买来材料做
金属编织，一边做一边摆摊卖，到了深夜
当起流浪人员，找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露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快半年，他才
在同年的冬天攒够钱租了一间小屋子。

“泉州人很友善，街道社区工作人
员、救助站、社工、警察，给了我很大帮
助……”闫秀军说，2023年8月，超强台
风“杜苏芮”登陆前，他向街道求助，工作
人员帮助他联系了救助站。在救助站住
了三四天，台风过后，闫秀军又牵回三轮
车继续出摊了。

一个工艺品三四十元，利润微薄，有
市民和游客会多付点钱，这让闫秀军倍
感温暖。从之前一二十元都没有卖出一
件小产品，到如今，闫秀军的工艺品，一
天少则卖出几十元，多则一两百元，最好
的时候，一天曾卖出过1000余元。

除了摆摊，闫秀军也通过微信卖手工

艺品，“客人可以看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
选，也可以定制。”曾经有一位客人向他定
制了一件长达50厘米的大孔雀摆件，这
个摆件闫秀军赶工，做了几天几夜。

一个愿望：
攒钱回老家开店

生活逐渐好起来后，闫秀军也开始
帮助当初露宿街头时认识的“街友”。在
节假日生意好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拿
上一些铝丝和工具，请“街友”帮做力所
能及的工作，比如简单的缠线圈，然后付
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能帮一点是一点。”
闫秀军说，流浪乞讨的原因不外乎一时
失志、身体残疾等，但凡有办法，没有人
愿意以马路为家。

虽然认识的“街友”中，有很多都是
因为残疾靠流浪乞讨为生，但闫秀军选
择靠自己的手艺生活，他觉得不靠自己
劳动得来的钱，花得不安心。“多攒点钱，
手头宽裕一些，打算回河南老家开一间
小店，一边编东西一边看店。”闫秀军说，

“我是真的想老家。”
而今，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闫

秀军每月也能存下一笔钱——他离自己
的愿望越来越近了。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钟 昱 炜 李 毅 鹏）“通过微信群里这张
小小的名片，我们看到电力员工这么
晚 还 赶 来 抢 修 ，不 一 会 就 恢 复 供 电
了。”近日，晋江市池店镇王女士通过
供电公司网格经理分享的故障抢修进
程名片，了解到整个抢修过程，为供电
服务连连点赞。

为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国网泉州供电公
司应用电力大数据生成可以随时查阅抢修情
况的链接名片推送至客户，并通过后方数字
化平台实时推送故障抢修节点信息，展示抢
修复电进程，让客户详细了解抢修进度情况。

据悉，在以前，当配网发生故障时，客
户只能接收到故障停电通知，无法及时
知晓抢修复电进度。面向客户的配网故
障抢修进程可视化功能上线后，供电公
司网格经理接到信息后，通过“i 国网”
APP生成链接名片，推送至网格微信群，
客户点击名片即可获取抢修进度信息，

了解故障抢修情况，有需求马上就能联
系到网格经理。

可视化功能不仅给客户带来方便，也
为电力抢修提速。国网泉州供电公司开发
故障智能监视模块，在组织抢修、实施抢
修、恢复供电等每个环节实现自动监测、
亮灯预警，为优化现场抢修流程提供研判
决策。在遇到强降雨、台风等抢修时，同
一供电所有多起在途故障抢修的情况，
系统自动预警供电所超承载力情况，提
醒供电所增派备班人员，保障抢修力量。
在故障抢修过程中，监视模块还能显示
抢修发电车图形化调派情况，后台调度
员可以依据发电车实时状态，调派发电
车应急接入设备，及时恢复客户供电。

下一步，该公司将聚焦“业务数据化、
数据价值化”工作理念，积极推动数智化
坚强电网建设，推广拓展“故障抢修进程
可视化”功能应用，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
平，为人民美好生活增添保障。

国内首创可视化功能

“一键”掌握抢修进程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杨泳红
通讯员周培煌）近日，86岁的退休干部、老
党员黄坚持在家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
程。亲人们在悲痛之余实现了他的最后一
桩心愿：将遗体、角膜无偿捐献给医学院。
黄坚持成为2024年南安第3例成功捐献
遗体、角膜的志愿者。

“父亲退休前是法官，有50多年的党
龄，一生吃苦耐劳，他生前交代丧事一切
从简。”黄坚持的女儿说：“老人经常提
起，如果他过世，想要安安静静地走，不
要为他大操大办，希望能为医学做点贡
献，完成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大事。关于器
官和遗体的捐献问题，我们子女也非常

支持和认同，深感不舍的同时，也为他的
精神所感动。”

遵照黄坚持老人的遗愿，他去世后家
人第一时间联系南安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接到老人女儿的电话后，立即联系
厦门大学医学院并和家属协商捐献事
宜。2月17日11时左右，医学院工作人员
及家属向遗体三鞠躬，做最后一次告别。
庄重的告别仪式后，在亲友含泪簇拥下，
黄坚持老人的遗体通过接运车，顺利送
到厦门大学医学院并成功捐献了眼角
膜。老人的名字将刻在位于泉州宏福园
内的泉州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
留给世人纪念瞻仰。

86岁老党员过世
捐献遗体和角膜

一名河南人恋上泉州古城——

从“街友”到“街头艺术家”
他身体残缺，没有做过惊天动

地、可歌可泣的事，但这个渺小平凡
的小人物，却不甘命运的苦楚，用力
生活，通过自己的打拼，实现从“街
友”到“街头艺术家”的转变。近日，记
者采访了从河南来泉州七年的闫秀
军，了解他的故事。

□融媒体记者 廖培煌 文/图

闫秀军用铝丝编织小摆件闫秀军用铝丝编织小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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