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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AC_E6_A2_85_E7_c24_227123.htm 肖冬梅，女，汉族

，1979年11月出生，湖北省监利县人，2001年7月毕业于湖北

警官学院，同年9月被武汉警官职业学院聘为教师，担任政治

辅导员兼女子散手、篮球教练，2002年6月发表的专业论文获

得优秀奖，同年11月被评为“女子篮球最佳教练”。任教期

间，连续五次被评为“优秀政治辅导员”。 2005年1月以优异

的成绩通过全省公务员考试考录到红安县公安局,分配到看守

所工作,她身兼内勤、管教、信息技术工作，凭着执着的追求

，恪尽职守，爱岗敬业，无怨无悔战斗在监管第一线。2005

年12月，被红安县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2006年3月，

被黄冈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公安监管系统信息采集先进个人

”，2006年3月被湖北省公安厅监管总队评为“全省监管系统

信息技术应用能手”。 （一） 回想起她走过的岁月，从一名

武术四段的警校学子到一名女散打教练兼老师，再到一名女

监管民警，她以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饶的精神，奏响了她的

青春交响曲！很多人一见到她就竖起大拇指，佩服她的学识

和能力，但她说：“过去所获得的这些成绩并不代表荣誉，

它只代表我一直没有停止努力和进取。” 该同志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勤奋学习、勇于进取，遵纪守法。她服从大局，

积极配合领导的工作，安心本职，乐于奉献，始终保持良好

的工作姿态；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注重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今年公安机关

开展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三基”工程建设，该



同志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结合自身实际，给自

己制订了学习计划，对学习政治理论、业务技能、法律法规

等内容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每天雷打不动的抽出2个小时进

行学习。与此同时，她还根据所里各项学习工作任务的部署

，统筹安排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时间，“挤”出时间学习，

在全局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学习，苦练基本功、大练兵等

活动期间，她通过扎实认真的学习，个人的思想水平、理论

水平和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综合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

强。 该同志工作扎实、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吃苦耐劳，工

作责任心强。 在管教工作中，因人施教，人性化管理，两年

来确保了女监号安全无事故。两年来她管教女性在押人员共

有四十余人，改好率达95%以上，其中经她管教的精神病女

性在押人员就有三人，她从不叫怨叫苦，总是面带微笑，一

副洒脱。她因人施教将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牢牢控制，面对

女重刑犯，她用自已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种乐观的精神去感

染她们，实行人性化管理，开拓了管教工作新思路；在配合

办案机关侦察破案中，2005年9月女在押人员刘某因涉嫌非法

持有假币罪，入所后因案情重大，害怕重判，情绪一直很低

落、多次有轻生的念头，且拒绝交代真实案情，经她以人生

观、道德观和亲情感化教育，使刘解除了思想包袱，认识错

误，树立了坦白从宽、重新做人的勇气，刘某主动交代了全

部案情并供出了团伙及接头人，为办案机关争取了有利时机

，保障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内勤工作中，为所领导当

好了助手，创出的“五种人员”管理经验受到了省市领导充

分肯定。当内勤难，当好看守所内勤更难，看守所业务至少

要花上大半年才能够熟练上手。但她每天随身携带工作笔记



，不懂就问，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和摸索，所有的内勤业务工

作都能熟练完成；两个月后她还办起了红安县公安局监管大

队简报，使得监管大队、看守所工作增强了透明度和宣传力

度；2005年12月她又将看守所在押人员档案输入电脑，建立

电子表格档案索引，真正解决了看守所在押人员档案快速查

询问题。2006年12月，省市等级达标验收组到看守所进行二

级看守所的达标验收，就对由她负责的“五种人员”管理工

作提出了充分肯定，要求看守所把“五种人员”管理经验向

我省各监所广泛推广。 在监所信息化建设工作中，作为信息

管理员，她充分利用自身知识和技术优势，为看守所信息建

设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由她负责的监所信息工作在我市

排名第一。为了确保违法犯罪信息的录入时效和进度，在纷

多而繁重的信息录入工作中，她不分白天黑夜，从不叫苦叫

累，每个月的信息录入、管理及维护，都能在市里抢先完成

，也因此多次受到市局监管支队的好评。 （二） 在这两年的

监管工作中，通过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不懈的摸索和钻研，

该同志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这套工作方法实践证

明是事半功倍的，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她就是靠

这套工作方法在信息化建设中不盲干、不死干，出色地完成

了市监管部门下达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任务。 一、真才实学，

做好带头。在信息化建设和计算机操作上加强学习和操作，

练好自身真本领，让其他同志心服口服，做好全体监管民警

的信息应用带头人。 二、勤于练兵，提升水平。在该同志的

带领下,普及了监管民警计算机操作“五会”。2006年她在4月

份和9月份分别组织全所监管民警进行为期15天的计算机基础

和监管业务操作培训，普及了民警会打字、会查询、会浏览



、会下载、会操作监所信息系统。针对监所信息系统操作和

监所岗位终端计算机操作技能，她又定期对各岗位终端进行

计算机操作应用更新，组织打字游戏、电脑办公、现场录入

比赛，很大程度上提升监管民警整体信息化操作水平,现在看

守所14名民警在她的带领下,个个都能熟练上机操作。 三、放

手实践，抓好核查。放手让全体监管民警对在押人员信息系

统、信息研判平台和各种台账记录实行网上现场录入，抓好

所有监所信息录入的核查工作，每周、每月对信息录入出现

的问题在所务会上公布和讲解。 四、共享信息，指导警务。

经过定期对值班、巡视、监控、接待、收押、管教、后勤等

岗位终端计算机练兵和培训后，各岗位终端计算机都有共享

文件，共享文件记载着该岗位终端每天的狱情和记录，实现

共享信息，综合各岗位在共享文件中记载的当天所发现的狱

情情况，形成每日狱情反映，指导监所管理工作。2006年 12

月省市等级达标验收组到看守所达标验收时，在观看民警现

场操作，利用信息共享时，对这一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五

、总结经验，拓宽应用。在信息应用方面，该同志定期为局

情报科提供在押人员基本信息、相片和指纹，为各个派出所

提供“五种人口”管理信息，她做好了该所的经验总结，使

之更方便全体监管民警使用，更能发挥监所信息的重要作用

。她一直坚信在监所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应仅停留在网上追逃

、信息查询、网上办公等方面，应该创新思路拓宽应用，她

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争取监所信息更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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