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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1/2021_2022__E2_80_9C_

E6_B0_91_E5_B7_A5_E4_c24_231323.htm “与人交谈嘴管住，

有钱千万别露富，本来挣几个辛苦钱，硬说自己是万元户，

罪犯听到心欢喜，必然对你下功夫。”本来教条的列车安全

防范宣传用语，从他的口中一出，即刻变成了人们喜闻乐见

的顺口溜。在列车上只要他从那个车厢走过，整个车厢就到

处弥漫着欢声笑语。在太原开往成都的1485／6次列车上，旅

客们经常会见到他的身影，他每天手持喇叭穿梭于各个车厢

用风趣幽默的话语做着安全宣传，他就是太原铁路公安处乘

警支队乘警史恩礼，旅客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喇叭乘警”

。 自1998年调入乘警支队后，史恩礼就一直值乘太原至成都

的1485／6次旅客列车，常年面对的大多是四川民工。民工们

大多文化素质比较低，出行中带的东西又多，可史恩礼却没

有歧视这些常年奔波在外的民工兄弟，用朴实的言语贴近这

些民工兄弟，行动上真诚地服务于他们，真正成了这些民工

兄弟的贴心人。安全宣传作为列车防范的一种方式，是乘警

工作的主旋律，但是教条的宣传有时起不到防范作用。2000

年的一次意外事件，使史恩礼意识到必须改进传统的宣传方

式。 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史恩礼像往常一样巡视宣传了

一遍车厢，坐在餐车准备喝水。突然，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

慌慌张张地跑到餐车，看到史恩礼便跪在地上。这位老农告

诉史恩礼，自己一年前从四川来山西打工，这次拿着辛苦半

年挣来的4000多元钱，回家给住院的孩子看病，谁知道在车

上，放在贴身内衣里的钱全被偷了。说着说着，老农一头撞



向车厢壁，尽管史恩礼及时上前扶住，但老农头上还是撞开

了一个口子。看着老农额头上流下来的鲜血，史恩礼陷入沉

思：为什么自己这么辛苦宣传，到头来仍是这样的结果？史

恩礼由此觉得，光靠单一枯燥的宣传远远起不到唤醒旅客的

效果。史恩礼开始调查、分析旅客乘车时的心态，潜心研究

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及活动规律，结合多年刑侦工作经验，

他精心编排了各种诙谐幽默的顺口溜，通过喇叭传递给每个

旅客，使旅客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乘车受教育。特别是向这

些来自四川的民工兄弟宣传时，还掺杂几句四川方言，使旅

客大受感染。一次，史恩礼见小桌上一位旅客正在睡觉，史

恩礼拿起喇叭开始宣传：“开窗地方别睡觉，车快风大吹感

冒，打针吃药损失大，如果住院更烦恼”。听到史恩礼幽默

诙谐的语言，满车厢旅客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刚才睡

觉的那名旅客立刻提起了神。时间一长，史恩礼“喇叭乘警

”的称号便在出行旅客中传扬开来。 搞治安宣传，史恩礼总

结出一套亲、勤、想的三字工作法，亲就是把旅客当亲人，

勤就是勤动脑、勤动嘴、勤动腿，想就是为旅客着想。今年7

月新疆石河子市的一位大学教授回山西探亲返程途中得了急

症，正在车厢里巡视的史恩礼赶紧找来医生，然后又跑前跑

后忙着照料，老人得以转危为安，回到新疆后还专门写来了

感谢信。就这样史恩礼在列车上一干乘警就是七年，在绿色

的车厢里他每天重复做着一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事好事

，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本报记者郎俊杰个人

小档案史恩礼，男，48岁，山西原平人。1978年到太原铁路

公安处刑警队参加工作，1982年在单位入党，1998年调到太

原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工作至今，三级警督。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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