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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安胜军,今年 46 岁，1995 年参加公安工作，1998 年开
始担任八角北里社区民警。从 25 岁到 46 岁，从青年到中
年，安胜军在社区一干就是 21 年，辖区居民都亲切地叫他

“安子”。
从警以来，安胜军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荣获个

人嘉奖 11 次，获评石景山区优秀共产党员 3 次。2002 年
他被评为石景山区“人民满意公安干警”，2003 年被评为
北京市公安局“严打整治先进工作者”、石景山区“人民
满意公安民警”，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公安局“压发案能
手”、石景山区“十佳社区民警”，2010 年被评为石景山区

“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2015 年安胜军社区警务室被命
名为北京市公安局“杰出民警工作室”。

八角北里社区民警兼党委副书记安胜军

八角北里社区辖区面积 0.3 平方公里，
共有47 栋楼，177 个楼门，常住人口7300 余
人，流动人口2000余人。小区老年人多、残
疾人多、低保户多，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
区。为了把工作干好，小区里的每个楼门，
每条小路，安胜军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谁
家老人生病了，哪里的路灯不亮了，哪家遇
着难事了，他都记在心上。就这样，一年年
过去，安胜军从最初敲开居民的家门，一点
点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门，他把自己深深扎
根在老百姓当中，“安子”的名字也在小区
里口口相传。

“安子来社区 20 多年了，这孩子人特
好，我拿他当亲儿子。”今年 84 岁的韩大妈
提起“安子”，有说不完的话。两人的缘分
还要从20年前说起。

原来，老人有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犯起病来，不管不顾，家里经常被弄得又脏
又臭，安子从进入社区第一天起，就知道了
韩大妈家的情况，他主动上门帮老人打扫
卫生，给老人患病的儿子小军喂饭、讲故
事，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一晃21年过去了，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往韩大妈家跑了多少
趟，但安胜军所做的点点滴滴，韩大妈心里
一直记着。“20 多年了，安子从来没嫌弃过
我们，一直照顾我们娘俩，每次安子来，小
军都特别开心，就跟见着自己亲人一样。”

这些年来，安胜军在社区的付出，辖区
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为了帮助安胜军管
好小区治安，小区里退休的老军人李大爷
主动请缨，担任了小区巡逻队长，直到2014
年老爷子因病离世，整整 14 年时间。每年
五一、国庆、中秋节、年三十、初一、十五，无
论大小节日，李大爷没跟家人过过一个团
圆节，一直跟着安子在小区巡逻、禁放、限
放、压发案。14 年的陪伴，14 年的情义，安

胜军知道，老爷子早就拿他当亲儿子看。
老爷子最后住院期间，安胜军来来回回看
了他3趟，还帮着家里人跑前跑后忙追悼会
的事，其实他就想最后再送老人一程，就像
当年老爷子陪着他一样。

2018 年，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推行党员
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工作。安
胜军也接到了正式的聘书，成为了穿警服
的副书记中的一员。如果说“副书记”身份
是一种信任，一种责任，那么，安胜军早早
就得到了这份信任，也把这份责任扛在了
肩上。

事情还要从 2003 年说起。2003 年“非
典”时期，整个北京形势严峻、人心惶惶，安
胜军和居委会的干部们一直战斗在对抗

“非典”的第一线。小区人员核查、量体温，
隔离疑似病人，地毯式消毒，排查突发情况
等等，当年29岁的安胜军天天住在小区，长
在居委会，和居委会干部、小区居民一起经
历这次生死考验。有一次，时任居委会主
任的王玉娟要去被隔离人群家里，给疑似
病人送米送面，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共
产党员跟我去”，王书记说完，现场鸦雀无
声，安胜军听到了从屋外走了过来，“主任，
我跟您去”，说完安胜军二话没说，扛起米
面就跟着主任出门了。事后，王书记非常
感动，2003 年 4 月，王书记亲自把“八角北
里居委会副主任”的聘书，交到安胜军手
上。“经过这个事，我发现，别看安子年轻，
关键时刻，他绝对是冲得上去的。居委会
的干部们对安子也是刮目相看。我代表居
委会，发给安子这个聘书，就是想让他进居
委会班子，我们能一起开班子会，共同商量
小区里的大事小情。”

从那时起，安胜军就把自己和社区的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小区的安全防范、调

处纠纷、拆违治乱、突
发事件处置、群租房
整治等等，他都冲在
第一线；每年的社区
文化节，他都积极参
与，《爆竹声声》《文明
养犬的故事》《流动党
员》、等一系列源于警
务工作和社区生活的
原创作品，更是让安
子成为了百姓明星。
这些年，可以说，安子
用他的实际行动给社
区 老 百 姓 送 去 了 平
安、送去了和谐、送去
了欢乐。

从社区守护者到社区管理者，从治理
参与者到带头推动者，为了把北里这个

“家”建设好，为了让小区居民共享新时代
美好生活，担任副书记后，安胜军没少花心
思。

八角北里社区共有36家产权单位、6个
物业，日常管理起来比较复杂。为了切实
加强基层治理，真正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
享，安胜军结合社区实际，提议通过评选

“文明养犬监督员”，发动小区的养犬人监
督管理养犬人；通过评选“最美楼门组长”，
充分发挥社区居民、治保积极分子的积极
性，广泛搜集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社区各类
隐患纠纷，真正让社区的安全隐患、矛盾纠
纷化解在苗头阶段；提议成立“帮扶小分
队”，把社区里懂得急救知识、驾驶技术、理
发手艺等热心居民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社
区志愿帮扶队伍，有针对性地为小区的老
年人上门服务，既增强了辖区居民的荣誉
感和归属感，又解决了社区老年人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各种现实困难。这些想法，是
安胜军根据社区实际，总结出来的一些实
际措施，既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又进一步健全了社区治理体系，实
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得到了居委会和
辖区居民的一致认可。

不管是社区里共建共治的大事，还是
邻里之间摩擦纠纷的小事，只要是社区里
和老百姓相关的事，安胜军都一一放在心
上。为了抓住小区里砸玻璃、点燃垃圾的
坏人，他一连蹲守6天6夜，没有回家；为了
安抚因家里闹矛盾，要对其妻子和儿子行
凶的丈夫，安胜军苦口婆心，站在楼道里和
其聊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将事态平息；查明
90岁的老爷子就是为了惩罚小区堵路占道
的车主，一时糊涂把事主的车划了，他一方
面耐心做事主工作，一方面多次叮嘱老人
家人，多劝劝老爷子，别让老人家着急上
火，面上又挂不住，最终两家人达成谅解，
握手言和。安胜军常说，“只要你真心爱这
个社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些年，社区民警驻区、7x24 小时警
务，社区民警兼职副书记，公安改革的每一
步，他都经历了；这些年，安胜军一直把自
己深深扎根在老百姓当中，小区里的大事
小情，他都参与了。与其说是他守护着小
区的老百姓，不如说，小区给了他另一个

“家”。“我爱社区这个家”，对安胜军来说，
早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责任，一腔深
情，一种本能。

陈莉/文

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

“我拿他当亲儿子”

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

“我爱社区这个家”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
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
助标准。

从 2019 年 8 月 1 日起，伤残人员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
恤金标准、“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
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
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
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
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200
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由现
行每人每月440元提高至490元，以上
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
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50 元提高至 600
元、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标准
由现行每人每月 600 元提高至 650
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
役每月增加补助 5 元，达到每月 40
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提标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
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88150
元、85370 元、82570 元，分别比 2018
年提高了8010元、7760元、7510元。

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分别提高
到 每 人 每 年 27980 元 、24040 元 和
22610 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
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
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
年61130元、61130元和27580元。

据了解，这是继去年 8 月 1 日提
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补助标准后，再次将提标时
间提前到 8 月 1 日，并加大在乡老复
员军人生活补助提标力度，充分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特别是对国家作出过突出贡献
的老复员军人的关心关爱。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第 26
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
29 次提高“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

“三红”生活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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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区应急管理局对全区加
油站、医药单位等“涉危”企业开展

“地毯式”摸排，梳理企业存在的典型
问题和安全风险，精研解决方案，协
助企业进行针对性改进。同时，针对
前期摸排中发现的问题，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大培训，聘请专家指导涉危企
业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员工
培训教育和风险辨识评估等重点工
作，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李奕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