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诈江湖的“段子拆招侠”

一次偶然的登台，点燃了他的创新火花，原来,将脱口秀融入反诈宣传可
以收获奇效；从温情守护未成年人成长，到危急时刻挺身救援，他以主动创新

和真挚关怀，不断拓展为民服务的边界。
他是徐志浩，市公安局芝英派出所的一名“00后”社区民警。自2022年加入公安

队伍以来，他曾获得个人嘉奖两次，获评2024年度全市社区民警主防标兵。

好民警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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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浩：用幽默守护平安

在一次宣讲比赛中，派出所

领导一句“新人要多锻炼”，将毫

无舞台经验的徐志浩推向前台。

初登舞台的他，大胆将脱口秀元

素融入宣讲中，结果意外收获评

委们的一致好评。正是这次经

历，点燃了他创新的火花——将

脱口秀与反诈宣传相结合。

在此之前，徐志浩和众多社

区民警一样，主要采用传统的入

户发单宣讲的模式，效果平平且

枯燥。有了演讲比赛经验积累，

加之看到其他公安机关开始用脱

口秀讲反诈且取得不错成效，他

下定决心试试这种生动有趣的宣

讲方式。

为了将脱口秀与反诈工作顺

利融合，徐志浩巧妙提炼工作中

真实的诈骗案例，以诙谐幽默的

段子形式，将反诈要点“植入”群

众心中。当他带着这种新颖的形

式走进企业、学校时，果然大受欢

迎，反响热烈。

“这种方式好，听得开心，记

得也牢！”学生们的热情给了徐志

浩巨大动力，他不再满足于个人

尝试，而是乘势组建了一支以“00

后”年轻民警、辅警为主力的宣传

团队，创立了“造梦工作室”。写

稿、打磨段子，成为他推动反诈创

新的重要实践。他逐渐蜕变为引

领新型反诈宣传的骨干，参加了

“五金铮鸣青年说”等宣讲比赛。

近年来，市公安局大力推进

“警保民”工作机制，高效统筹保

安员、市场管理员和夜鹰义警队

等社会群防群治力量，形成快速

响应、协同处置的基层治安联防

联控模式。而徐志浩正是这一机

制在街头巷陌的践行者之一。他

用实际行动默默守护着辖区平

安。

2025 年 4 月 15 日，辖区居民

应阿婆来到警务室向正在值班的

徐志浩求助。她说，老伴出门多

时未归，十分担心。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徐志浩

立即启动“警保民”应急响应机

制，通过走访询问和调阅监控，搜

寻范围终于锁定——老人最后出

现在一处水渠区域。

徐志浩迅速带队奔赴现场。

因为不慎，此时，老人已陷入深水

区。面对近两米高的渠岸，他没

有丝毫犹豫，一绑上救援绳就纵

身跃下。

靠近老人后，徐志浩迅速用

绳索固定住老人，在岸上队员的

紧密配合下，合力将老人安全转

移上岸并送往卫生院做进一步检

查。

事后，应阿婆专程来到警务

室，哽咽着向徐志浩道谢并赠送

锦旗。

徐志浩，这位“00 后”社区民

警，正用自己无畏的身影和炽热

的心，在社区巷陌书写着青春警

徽的荣光。

通讯员 邵建鋆 胡安祺

平安巷陌的“应急先锋盾”

为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发展，

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创新推出

“古城护苗驿站”试点工作。该驿

站以一支 70 余名心理咨询师、教

育专家和救援队成员组成的爱心

团队为主体，旨在探索未成年人

罪错行为分级干预新模式，为青

少年成长构筑安全屏障。

徐志浩积极整合驿站专业资

源，畅通沟通渠道，定期深入校园

开展安全与心理教育，将驿站的

关爱力量精准输送到师生身边。

今年3月，徐志浩在走访时发

现，辖区张先生父子因孩子转学

后成绩下滑而关系紧张。他一边

借助驿站专业力量分析症结，一

边主动接近孩子：通过游戏互动

和流行话题拉近距离，深入了解

其成绩下滑的原因。同时，他默

默协调老师与学生给予友善接

纳。随后，他通过组织家庭谈话，

引导张先生理解孩子在转学适应

期的困难本质，尝试进行换位思

考。最终，亲子关系显著改善，孩

子重拾信心积极融入，成绩稳步

提升。

今年以来，徐志浩共计开展

校园安全演练 15 场，整改校园隐

患 28 处，成功调处家校纠纷 30

余起。他以扎实的行动和真挚的

关怀，赢得了辖区师生们的信任

与喜爱，被亲切地称为“邻家哥

哥”。

成长风雨的“心桥引渡人”

本报讯（通讯员 胡鑫晨）“多亏了你
们帮我找到母亲，真是太感谢了！”日前，
陈先生将一面“心系群众 为民解忧”的锦
旗送到市公安局象珠派出所，感谢民警帮
其找回走失的母亲。

事情还要从 6 月 7 日说起。当天 17
时许，陈先生赶到象珠派出所报警求助，
称其 70 岁的母亲潘阿婆走失。值班民警
楼颖超一边安抚心急如焚的陈先生，一边
向其了解情况。

原来，当天陈先生与母亲约好下午来
家中吃晚饭，可直至饭点，潘阿婆仍未现
身。他起初以为母亲临时有事，拨打其电
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他前往母亲住处查
看，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母亲的手机也遗
落在家。一家人在附近寻找一小时未果，
遂报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楼颖超迅速行动，一面
安 排 监 控 员 开 展 分 析 研 判 ，一 面 安 排
PTU 队员沿着潘阿婆可能行走的路线展
开细致排摸。

通过视频巡查，楼颖超发现潘阿婆曾
在龙青村茹录畈自然村出现过，立即组织
警力赶往现场，并同步调取周边监控排查
老人行踪。经过 1 个多小时努力，潘阿婆
最终在永义村横山自然村被找到。

七旬老人走失
警方及时寻回
家属送锦旗致谢

本报讯（通讯员 胡雨璐）“这钱是我

拿来投资用的，我已经赚到钱了。”近日，

市民张先生紧抱着装有 24 万元财物的塑

料袋坚定地说。

6月11日，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

辖区某金店店主反映称，有一名男子购买

了价值 9.14 万余元的黄金。店主询问用

途时，男子闪烁其词，情况可疑。

接到线索后，民警迅速开展分析研

判，确认该男子姓张，当日还在银行取了

14.8万元的现金。

意识到张先生很可能遭遇电信网络

诈骗，民警快速锁定其位置，在石柱镇后

郎村找到了张先生。

起初，张先生对钱款用途闭口不谈。

经过民警一再追问，他才告知事情经过。

今年 4 月，待业在家的张先生在刷短

视频时，看到一条关于投资的广告。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他主动私信对方询问如何

投资。在对方指导下，他下载了一个名为

“暗信”的 App 并成功注册，很快就有人

在App上和他私聊。

了解到张先生对炒股感兴趣后，对方

向其发送了炒股的收益截图，称跟着一起

做，能赚大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先

生在对方指引下，下载了“国盛股市通”

App，小额充值几笔后，很快收到 300 元

收益并成功提现。

尝到甜头的张先生逐渐加大投资力

度，账户中的收益也越来越多。此后，两

人一起投资，并互相交流心得。

6月11日，对方以加大投资获利更多

为由，提议共同投资 50 万元，获利五五分

成。张先生欣然接受。由于银行卡限额，

他无法向 App 账户充值大额钱款。对方

便告诉他可以通过线下预约专员交付现

金的方式投资。他便按对方要求，准备了

黄金和现金，等待“专员”前来收货。

“‘线上诈骗+线下取现’，这是骗子

的新型诈骗手段。投资是假的，骗你钱才

是真的！”经过民警一番劝导，张先生才恍

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

购买黄金又取现金
以为投资其实陷阱

男子深陷投资骗局
险失24万元财物

徐志浩进校园宣讲反诈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