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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月 14日，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台正式开通。

◉2007 年，市公安局 110 报警

服务台实现“三台合一”。

◉ 2012 年 11 月，“三台合一”

接处警系统进行软件升级，实现

信息流、业务流同时融入省市一

体化警务综合平台。

◉ 2015 年，“三台合一”接处

警系统与 119火警系统实现对接

应用。

◉2017 年，我市公安机关启用

可视化、扁平化、智能化的指挥

调度系统。

◉ 2019 年，市公安局组建情

指联勤中心，实现信息、指挥一

体化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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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一个大家都能脱口而出的数

字，一个带有温情的电话号码，成为集日

常接处警、服务群众、打击犯罪等功能于

一体的警务指挥综合体。近日，记者走

进市公安局警令部 110报警服务台，探寻

这部电话背后的故事。

110报警服务台的前身是 110匪警电

话，在电话尚未普遍使用的 20世纪八九

十年代，110快速反应、打击犯罪、保护群

众的特点及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彰显。

1996年 7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加快

城市 110报警服务台建设的通知》，对全

国城市 110 报警服务台的建设工作起到

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市公安机关为更好履行职责，方便

群众报警、求助和投诉，将原为匪警电话

的110职能扩大，从各单位抽调年富力强、

经验丰富的民警充实到接处警工作一线，

于 1996 年底建立 110 报警服务台，并于

1997年1月14日正式开通。

4部电话搭建服务群众平台

“‘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

有求必应，24 小时服务’，这是我们 110

报警服务台自诞生初期就向人民群众作

出的承诺。”市公安局警令部原副主任史

桂莲说。史桂莲今年 74 岁，是我市 110

报警服务台最早的接警员之一。

史桂莲说，成立初期的 110报警服务

台只有 4 个接警席位，接警员都是从其

他岗位调过来的资深民警，对各项警务

都比较熟悉。对群众的各类报警求助，

属咨询性质的，接报指挥人员立即解答；

属遇到困难需紧急救助的，接报指挥人

员立即通知就近执勤的民警火速赶赴现

场解决；对属于需其他部门解决的求助，

接报指挥人员在先期处置的同时，主动

与相应部门沟通，或告诉群众如何取得

有关部门的帮助。

当时报警服务台的覆盖范围为市区

3 个公安分局、原平煤集团矿区公安处

和 26 个公安派出所，以 110 报警服务台

为龙头，以巡警、防暴警为骨干，以刑警、

交警和 3 个公安分局及派出所为基础，

形成指挥、出警、救助一体化的工作运行

机制，在我市建立起打击犯罪、服务社会

并举，高效实战的城市动态治安快速反

应体系。

“群众满怀希望打来电话，我们不能

让群众失望地挂电话。”史桂莲说，除了

处理正常的警情，他们也会遇到不少令

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群众深夜打 110求

助，称车在郊区没油了；有群众钥匙落家

里了，让民警帮忙开锁……

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帮助

“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

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帮助。”市公安局警

令部三级警长曹迪说。

2003 年 1月，20 岁出头的曹迪从原

洛阳警校毕业，通过招警考试，与其他 10

位年轻女同志一起被招入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工作。她们普通话标准、熟

知法律法规、熟悉电脑操作，并承担了警

情分析、值班报告、信息快报等各类文件

的制作、报送与下发。

“喂，您好，这里是 110。请问有什么

需要帮助？”这是曹迪每次拿起电话后的

第一句话。不管是重大刑事案件，还是

邻里纠纷，每次接通电话，她都认真聆

听，倾心尽力提供帮助。

“我刚上班时，有一次接到群众报

警，说自己要杀人……”曹迪说，一名男

士与妻子发生矛盾后酗酒，拨通了报警

电话，说要把妻子杀掉，然后再自首。在

两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曹迪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终于解开了这位男士的心结。

“多一点耐心和责任心，更要保持高

度敏感。”市公安局警令部情指联勤中心

四级警长张苗苗 2015 年成为一名接警

员，她继承了老一辈接警员的优良传统，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也许我们多听一句话，就能帮助一

个人，挽救一条生命。”张苗苗说，一些人

会打 110 倾诉烦恼，接警员都会耐心劝

导，提供心理援助。久而久之，110 接警

员也有了“知心大姐”的称谓。

市公安局警令部情指联勤中心负责

人李中卿说，110 报警服务台是窗口单

位，接警员在达到基本警察素质的同时，

还要拥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过硬的

心理素质和全面的法律法规知识，第一

时间为群众解决困难，展现鹰城人民警

察的良好形象。

从“三台合一”到三级互联互通

随着社会发展和 110 报警服务的普

及，警情数量逐渐增多。至2002年底，每

日有效警情近百起，繁忙的接处警工作和

有限的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2004 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大力推

进县市公安机关 110、119、122“三台合一”

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一个“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指挥系统，实行“一个

中心、一级接警”，实现集中接警、统一指

挥、信息共享、快速反应，用 3 年时间基

本实现全国县、市公安机关“三台合一”。

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台于 2007年

实现“三台合一”，升级版 110指挥中心建

成投入使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系

统日臻完善。2012 年 11月，“三台合一”

接处警系统进行软件升级，实现信息流、

业务流同时融入省市一体化警务综合平

台。之后，市公安局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力度，对“三台合一”接处警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2015年，与 119火警系统实现对

接应用，陆续建成市、县两级高清视频指

挥系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

“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我

市又‘量身定制’了可视化、扁平化、智能

化的指挥调度系统，为街面巡逻防控、反

恐处突、安保维稳等警务实战提供了强

有力支撑，有效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反应

能力和现场协调处置水平。”市公安局

警令部三级警长齐米罗介绍说。

2019 年，市公安局组建情指联勤中

心，实现信息、指挥一体化运转，根据警

种部门工作特点设置 7 个功能区，科学

便捷、精确打击、高效服务的实战能力明

显增强。

目前，市公安局警令部严格落实“网

格布警、屯警街面、有警接警、无警巡逻”

和警种部门快速响应机制，有力地维护

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时代在变，承诺不变。”李中卿说，

110 作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龙头和公

安机关受理报警求助的第一平台、服务

人民群众的第一窗口，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不断推进信息化、规范化、专

业化建设，切实提升精准化、实战化、智

能化水平，为平安平顶山建设勇毅护航。

（本报记者 杨元琪 实习生 盛锡

尧）

万家平安一线牵 永做人民“守护神”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老人与海》中这句名言是我市残疾人运

动员许庆的人生信条。

从一名失去双臂的儿童成长为中国

残奥会历史上夺金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许庆用自强不息、拼搏不止诠释着生命

的力量。近日，身在外地的许庆通过电

话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用坚强举起梦想旗帜

1998年，许庆 6岁，一次意外车祸夺

走了他的双臂，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躺在病床上问妈妈：“我的胳膊没

了，以后可怎么写字呢？”妈妈和冬梅的

心都要碎了。

“我自己要先坚强起来。”擦干泪水

的和冬梅带着许庆到多家医院求治，在

经历一次次失望后来到武汉市一家假肢

厂准备购买假肢，“哪怕装上假肢，也得

让孩子有双臂”。

该厂负责人曾是一名残疾人运动

员，他建议和冬梅让许庆学习一个运动

项目。和冬梅辗转找到了市体育运动学

校游泳教练马云鹏。

蓝色的泳池为许庆的人生打开了一

扇全新的大门。他像一条进入深水的鲨

鱼，很快就展示出了惊人的游泳天赋，并

靠勤奋不断刷新成绩。

学习游泳不足两个月，许庆就参加

了河南省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收获金

银铜牌各一枚。

在 2004 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

上，许庆收获一金一银，成功入选国家

队。

几个月后，12 岁的许庆作为中国代

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出征雅典残奥

会。“当时，我只获得了第九名，心里有些

沮丧，但这次参赛让我开了眼界，也激发

了我的残奥冠军梦想。”许庆说。

许庆说，后来每次遇到困难，他就会

想起《老人与海》里那个老人一次次升起

补过的旧帆，就像举起一面冲锋的旗帜，

他决心也用坚强为自己举起一面永不言

败的梦想旗帜。

用奋斗成就残奥“十金王”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许庆十分珍惜在国家队训练的机

会，他在泳池中奋力拼搏、挥洒汗水，4

年后终于在北京“水立方”圆了残奥冠军

梦。在北京残奥会上，他勇夺 3 枚金牌

和 1枚铜牌。

在 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许庆继续

超越自己，斩获 4枚金牌，并打破 4项世

界纪录。

伦敦残奥会结束后，许庆回到学校

继续学业，也因此 3 年没有进行正规训

练。2015 年 11月，国家残疾人游泳队教

练李孟钟将许庆召回队中，见面的那一

刻，李教练看到微微发胖的许庆大失所

望，但许庆再次用拼搏和汗水赢得了教

练的认可。每天常规训练结束后，他都

自己加练 1小时，跑 1万米并进行力量训

练。一个月后，他的体重下降了 5公斤，

运动状态不断恢复。

2016 年 9 月 9 日，许庆在里约残奥

会上获得两枚金牌，并且都打破了世界

纪录。10日，他再次夺冠，收获了在残奥

会上的第 10枚金牌，成为中国残奥会历

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游泳运动员，被媒

体称为“十金王”。

在随后举行的 SM6级男子 200米混

合泳决赛中，许庆因为太拼体力不支，在

赛后累倒了。“在泳池边坐了几分钟，几

次想站起来都摔倒了。检查结果是脑缺

氧、心率过快、血糖低。”许庆说，竞技的

精神就是不管输赢都要拼尽全力。

用感恩助力残疾人事业

由于不断挑战身体极限，运动员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体力下降的现

实，并累积一些运动性伤痛。许庆也是

如此。长时间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给他

的身体带来了不可逆的损伤：半月板撕

裂、膝下积液、踝关节骨隙过大伴随骨质

增生……

许庆说：“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讲是常

事，我的这些损伤带来的不便都是可以

努力克服的。”奥林匹克精神已经深深根

植于他的内心，出于对游泳的热爱和为

家乡添彩的心愿，他在“功成名就”之后

依然不断挑战自我，跨越年龄的阻碍，冲

破身体的极限：2019 年 8 月参加全国第

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为我省夺得 1金 1银 1铜；2021

年 10 月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

为我省夺得两枚铜牌。

许庆不向命运屈服的经历影响了许

多人，我市另一名残疾人运动员王金刚

就是其中之一。王金刚 5岁时受电击失

去双臂，他的妈妈龚花整看到许庆在北

京残奥会上夺冠的事迹后，决定让他学

习游泳。市残联专职理事高秋法说，在

许庆的影响和帮助下，王金刚成为他在

泳池的接力者，并在 2021年东京残奥会

上夺得我省运动员在本届残奥会上的首

枚金牌。

许庆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大家的关

心支持，我会利用自己 20多年的专业经

验，继续积极配合市残联促进我市残疾

人体育事业发展，帮助更多残疾人提高

身体素质和康复效果，也希望能够培育

出 更 多 的 优 秀 运 动 员 为 鹰 城 增 光 添

彩。” （本报记者 孙鹏飞）

许庆：残奥“十金王”奋斗当自强

2015 年 1

月 10 日，市公

安 局 110 报 警

服务台开展开

放 日 活 动 。

市公安局提供

如今的如今的 110110报警服务台报警服务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元琪杨元琪 摄摄

许庆在里约残奥会领奖台上（资料

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