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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警官，要没有你，我这趟就白跑
了！”近日，货车司机乔大哥激动地握着九
龙坡区公安分局陶家派出所民警马银军的
手，不停地感谢。日前，马银军帮助遭遇

“两头骗”的外地货车司机乔大哥追回近万
元的辛苦钱。这起案件，是马银军守护群
众“钱袋子”的日常。

13年时间，从初出茅庐的“小片警”，到
“不服输”的刑侦“追梦人”，再到守护小镇
平安的“鹰眼神探”，他凭借着坚韧不屈的
战斗意志，不服输的奋斗精神，以及忠诚为
民的责任担当，书写了一段平凡而又不凡
的“警营奋斗录”。

“铁脚板”绘就辖区“活地图”
2011年，刚入警的马银军来到陶家派

出所担任社区民警。陶家镇是九龙坡区西
部的一个小镇，由于城市规划建设、道路调
整、人口流动等原因，导致地址门牌、房屋、
人口、单位信息不准确。加之这里山区多、
小路多，最远的村子距镇上有6公里，给信
息采集工作增加了难度。

面对重重困难，马银军主动请缨，背起
警务背包，深入山间，走村串户。由于当时
很多村社未通公路，马银军只能凭借“铁脚
板”的干劲去“丈量”每一寸土地。

“那时虽然艰苦，但打下了很好的‘基本

功’。”回忆往昔，马银军颇为感慨。通过数
月的“苦行”，不仅成功完成了辖区内人口、
地理、单位等基础信息的采集，也让马银军
成长为辖区的“活地图”——每一条小路、每
一道沟壑、每一户人家，他都再熟悉不过。

从刑侦“菜鸟”到破案“高手”
2018年1月，为了追寻从小的刑侦梦，

马银军主动转岗案侦。尽管已有丰富的社
区经验，但论起破案，“新手”马银军心中有
些忐忑。为尽快上手，他虚心向领导同事
学习，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学习各种侦查手
段，业务能力迅速提升。

很快，分局针对一起重大涉恶“套路贷”
系列诈骗案件成立专案组，马银军也参与其
中，负责其中4名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搜集及
审讯工作，最终皆成功移送司法机关，工作
成绩得到专案组领导和同事的肯定。

2020年8月，马银军按分局指示，前往
湖南省开展涉枪线索查缉工作，每日奔跑
在大山深处，协助当地警方抓获涉枪嫌疑
人十余名，查获非法枪支十余支。

随着一件件大案要案的破获，马银军从
一名“刑侦”菜鸟，成长为所里的破案“高手”。

办好“小案”守护百姓“钱袋子”
一路成长，马银军培养了敏锐的

洞察力和综合研判能力。自 2021 年 1
月开始，马银军承担起所里案件的研
判工作。

“基层派出所并没有那么多大要案，
如何办好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小案’，追
回群众的损失，是我最关心的事。”马银军
说，在案侦岗位，接触最多的其实是“鸡鸭
被盗”“手机、电脑被盗”之类的小案。“在
这些小案中，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

‘钱袋子’。”
为了真正做到“办小案、暖民心”，追赃

挽损就成为了马银军进行案件研判工作的
重点。马银军和同事们以快接快破为原
则，力争小案侦破不过夜，第一时间为群众
挽回经济损失。

马银军的“奋斗史”也是陶家镇“平安
记”，他用坚韧、耐心、执着，让一个个藏匿
在角落的嫌疑人无处遁形，用无数分析案
件的不眠之夜，换来了辖区百姓的平安。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马银军：从“街坊暖警”到“小镇神探”

马银军

吃糍粑、品重庆小面、画雪花、开班会……
中外青少年走进重庆文创园区了解中国小雪农历节气

小雪至，冬伊始，烟火
盛处。12月 1日，“留学重
庆·读懂农历”中外青少年

自然探索农历体验活动在重庆市江
北区观音桥街道北仓文创街区举
行。中外青少年们通过在街区开展
小雪主题街坊班会、小雪游园诗会、
小雪习俗堂会等一系列活动，体验中
国农历节气文化。

农历讲堂
中外青少年探秘小雪节气

随着小雪节气的到来，山城的空气
中已弥漫着丝丝寒意，仿佛每一口呼吸
都能感受到冬天。

小雪节气里，大自然有什么变化
呢？我们又会怎样去安排日常生活，饮
食起居？在北仓文创街坊里，重庆市江
北区新村同创小学校的主题班会《遇见·
小雪》，为中外青少年们开启了探秘小雪
节气之旅。

课堂上，班会课老师但永继带来了
三位“小雪”精灵，为大家介绍了“小雪
三候”。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小雪
不收菜，必定要受害。”“小雪见晴天，有
雨到年边。”现场，同学们还分享了有关
小雪的谚语。

“小雪到来之后，我们能做些什
么呢？”但永继抛出问题后，立即得到
了同学们的响应，可以腌制腊肉、做
雪球山楂、喝刨汤、晒鱼干、吃羊肉、
吃糍粑等。

“小雪未必有雪。这个节气，让我们
多了一些对雪的遐想。”但永继带着中外
青少年一起，用盐做起了雪景。记者在
现场看到，中外青少年一起动手，在手工
纸上、树叶上涂上胶水，然后再撒上盐将
其固定，很快一幅幅犹如真雪的“画”作
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Very beautiful!”当创作完成的
那一刻，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纳斯情
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他激动地拿起手
机，为身边的同学们拍下了这幅作品。

习俗堂会
留学生体验小雪节气习俗

离开班会课后，留学生们与北仓文
创街区的主理人陈芸莹、重庆市巴蜀小
学的莫欣欣同学一起，了解了北仓的过
去和现在，特别是进入小雪节气后北仓
文创街区的景象。“北仓文创街是由20
世纪60年代的纺织仓库改造而成，这里
融合了悠久的历史和时尚的现代文化创
意，成为众多文化爱好者、艺术家和旅游
者的后花园、休闲娱乐目的地。”行走在
古朴的街道，陈芸莹为留学生们介绍了
北仓的针织花、甲马版画、碱水面包挂
件、石头画等。

“这里真的很漂亮！”来自重庆邮电
大学留学生卡卡提称。

“这糖画，好漂亮！”一位来自邮电大
学的留学生在一处摊位上驻足不前。原
来，重庆市江北区区级唐氏糖画代表性
传承人唐永聪在画糖画。现场，她还传
授了留学生如何画糖画的技艺。

活动中，重庆市嘉禾职业培训学校
教授了留学生们如何做小糍粑。

随后，留学生们还在重庆“井谷元”
小面师傅们的指点下，学着做起了重庆
小面。“要想判断小面是否煮熟，可以夹
上一根，能卡断，就可以起锅了。”小面师
傅还告诉留学生们，重庆小面作料有很
多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添加。

“用一碗面，讲一场生动的中国故
事，做一次有温度的国际传播。”活动中，

重庆井谷元食品董事长傅勇称：井谷元
的小面在澳洲、东南亚国家、法国等地受
到当地顾客高度认可。这次，师傅们教
授重庆邮电大学的留学生们怎么煮重庆
小面、怎么配调料，也让他们品尝了味道
鲜美的地道重庆小面，希望他们能喜欢，
将重庆小面介绍给更多的外国朋友。

艺术学堂
留学生体验插花诗会等雅趣

如果用一种花去代言小雪节气，你
会想到什么花？活动中，留学生们来到
了环境安静优雅的北仓图书馆，花艺师
橙子老师与他们一起分享了美丽的花艺
创作。

“在这美丽的季节，牡丹菊、乒乓菊
以及那些小巧玲珑的小菊花，都竞相绽
放，展示着它们的美丽。”在插花现场，橙
子老师向大家传授了如何利用菊花进行
插花的技巧。留学生们聚精会神地聆听
着，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和
兴趣。很快，他们掌握了要领，纷纷动手
实践，各自创作出了一盆盆精致而美丽
的菊花插花作品。

现场，中外青少年们分享了诗人、作
家们笔下的冬天。其中，谭潇雪为大家
分享了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莫欣欣则
带来了《九篇雪》、华巧则分享了汪曾祺
的《冬天》，来自俄罗斯的小孟用了俄语
分享了普希金的《冬天的早晨》。随后，
中外青少年们集体朗诵了唐代诗人元稹
所作的《小雪十月中》。但永继老师还为
大家讲解了这首诗的诗意。

留学生们还来到了陶画园，进行了
油画、陶艺体验。

参加活动后，来自俄罗斯的重庆邮
电大学留学生伊罗娜称：“留学重庆·读
懂农历”活动不仅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有
互动，更在线下邀请来自俄罗斯、巴基斯
坦、越南等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亲身体
验。“每个节气都具有小而美的不同特
点，我非常喜欢参加这些活动。”

重庆北仓文化产业集团总经理莫英
茂表示，北仓文创街隐藏在一片居民区
内，每一个角落都极具文艺气息。街边
墙上的涂鸦，沿街清新漂亮的小店，以及
恰到好处出现的绿植，都会成为大家不
停拍照、打卡留念之地。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留学生和小学生一起用盐制作“小雪”雪景
体验活动的小学生正在朗诵关于

“小雪”的诗词。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留学生品尝重庆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