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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他知道老百姓的难处⋯⋯”12月4日，经
历了震惊和悲痛之后的吕建江家人，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妻子崔利平说：“这大概就是山里农
民家庭出身的老吕的初心。”

其实吕建江自己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我们一度以为吕建江邀请朋友到家里吃

饭，是他热情好客。在崔利平的讲述中，我们
才得知，吕建江是因为到外面吃饭花钱太多，
又怕欠了人情，就用了折中的办法，亲自下
厨房。

“别人都是嫌麻烦，才请人下馆子，我们家
不怕麻烦是为了省钱。”崔利平说，吕建江身上
常常只揣着几十元钱，有一次身上装了300元，
他就高兴地拍着口袋说，今天我是“财主”。

为了办公家事、别人家事儿搭了不少钱，吕
建江回到家也是怕崔利平不高兴，毕竟这个家
不富裕。有时他会悄没声买条鱼加个餐，看老
婆孩子吃着高兴，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夹。

去世前几个小时，从不去医院的吕建江主
动提出“要不去医院吧”，但他舍不得打120，紧
咬着下嘴唇自己开车去的医院。“下车到急诊也
就200米，老吕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

就是这么一个日子清贫的警察，干工作不
遗余力，对外人都是笑脸相迎。

很多认识吕建江的人都说，老吕脾气好，就
没见过他急。甚至，对巡逻中遇到的智力障碍
人士，他在耐心关照之余，也毫不缺乏礼貌与尊
重。以至于他们再次路过警务站时，常会冲着
警务站举手敬礼。而吕建江会站起来认真地回
一个敬礼。

有人看了想笑，但转而又很佩服，因为自
问，一般人真做不到。

但吕建江不是没脾气。去世的前几天，他
还跟崔利平发过火。吼过之后他又道歉：“对不
起啊，我工作压力很大，憋不住了，会跟我最亲
的人发泄，你要原谅我⋯⋯”

崔利平理解又不理解。“我知道警察都不
易，但你把分内的事儿干好了也没人说你啥，给
自己揽这么多事，图个啥？”

吕建江永远不能再回答崔利平的这个疑
问了。

但全省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警务站，
会矗立在省会街头，告诉所有人，你做过的事，
老百姓不会忘记。

文/记者 白云

12月5日下午，吕建江生前工作过的石家

庄市公安局安建桥综合警务服务站，正式更名

为吕建江综合警务服务站。

吕建江走了，但吕建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要留下来。

从1日到5日，在这几天的走访中，我们听

到了更多关于吕建江的故事。

□记者 白 云 尹翠莉

时光倒回到 11 月 30 日 19 时前后，
吕建江裹着一身暮色回到家。因为晚饭
吃得少，妻子崔利平还埋怨他，剩下菜浪
费 。 吕 建 江 说 ，不 是 不 想 吃 ，有 点 吃
不下。

没人知道，这时的吕建江是不是已
经感觉不舒服。但他曾经是一名受过专
业训练的军医，他一定多少知道，自己的
身体出了问题。可从20时到24时，他一
直在忙：发出了四条微博，解答了几位网
友咨询，在工作群里交代工作。

妻子喊了他几次让早点睡觉，吕建
江都说，站里事多，我得盯着点，你先睡
吧。对于出警的注意事项，吕建江在工
作群里嘱咐了又嘱咐。直到凌晨时分，
他 才 跟 妻 子 说 ，有 点 不 舒 服 ，给 我 找
个药。

吕建江忙，特别忙。
战友李根来 2014 年到石家庄办事，

顺便给吕建江打了个电话，想唠唠，结果
吕建江把地点约在了省四院附近的警务
站。“本来想和他吃个饭，可看他全身披
挂着装备，只好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告别
了。”

女儿吕子田早就发现，自从父亲转
业当了民警，全家人就少有一起出行的
机会了。“有时候周末想一家去公园逛
逛，我问爸爸能一起去吗，他总是说，你
们先别打算我，我这没准儿呢。”

吕建江忙，工作职责范畴内很忙。
11月30日这天，上午吕建江到省公

安厅开会，回到站里就快中午了，下午他
为前来办业务的市民处理了多起违章。

作为警务站站长，在本该倒休的时

候，吕建江还承担着上传下达以及维护
警务站运转的管理工作。因为警务站工
作突出，还要接待来参观学习的外地
同行。

“老吕今年还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公
休日，也没一天正点回来的。有时候说
回来了，走半路又被叫走了，就算回来
了，站里有事还是会找他。有一阵儿，孩
子睡了他还没回家，孩子早晨去上学了，
他还没起来，好几天爷俩谁也见不着
谁。”妻子不是没有抱怨。

吕建江忙，为职责之外的事儿也忙。
不止一次，歇班的时候，22时过后吕

建江的电话还响。人们找他咨询落户、
违章、治安的各种事儿。吕建江听完，知
道的会耐心解答，不知道的会回复人家，

“你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常见，明天我问了

再给你回电话行吧？”挂了电话妻子抱
怨，这谁啊，这么晚，就不能明天再问？
吕建江嘿嘿一笑，我也不知道，生号。

吕建江的电话是公开的，网上都能
搜到。很多人不知道办事流程，甚至找
不到派出所的具体位置，都找吕建江
咨询。

作为吕建江的朋友，李建华不止一
次 深 更 半 夜 看 到 吕 建 江 还 在 回 复 网
友。“我说他，你自己有高血压你不知
道啊，他就嘿嘿一笑，‘人家半夜咨询
咱个电信诈骗的事儿，咱休息骗子不休
息啊。’”

12 月 2 日下午，一位在北京工作的
石家庄姑娘，专程赶到吕建江家，握着崔
利平的手一直哭。她说几年前，家人去
世要办销户，跑了好几趟都办不了，最后
在网上@吕建江。当事人其实并不是吕
建江的辖区居民，这事儿也不是吕建江
的责任范围，但吕建江帮她跑了一个多
月，终于办下来了。

吕建江是个活泛人，创立了很多全
省第一。第一个网上社区警务站、第一
个实名注册微博账号的警察、第一个失
物招领网⋯⋯

吕建江最早出名是因为 2009 年创
立网上社区警务站。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要创立这个网站。“有一回老
吕回来跟我念叨，那天下着大雨，一个
群众打着伞到所里办户口，抱怨说，跑
了好几趟了，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妻子
记得，吕建江当时嘟囔，要是有个网站，
能把办事流程都公布到上面，老百姓就
方便了。

网上社区警务站还真建成投入使用
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月，吕建江的工
资只拿回家几百块钱，另外 3000 多元他
用来支付网站维护费用。

智能手机普及后，吕建江又开通了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在吕建江的手机
里，还保留着 11 月 30 日 16 时 40 分的一
条网友咨询，几分钟后吕建江回复了对

方。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通过手机回
复网友的咨询。

其实作为一名巡警，很多网友咨询
的事儿，吕建江都是“现学现卖”。

“我的公益岗位和户籍工作相关，遇
到户籍方面的咨询，老吕就问我，我解答
不了的，还得替他找我的同事问。”妻子
回忆，有一次吕建江接了一个咨询电话，
挂了以后打了七八个电话才问明白怎么
办，又给人家答复过去。

吕建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很主动。
2013 年 5 月 4 日 20 时 33 分，一名

网 友 在 新 浪 微 博 发 帖 求 助 ：“ 广 平 县
的家人因腹疼休克，正在赶往石家庄
的 308 国道上，请教到省四院的最佳
路线。”

当时吕建江的微博名气还没那么
大，网友并没有@他，是他自己发现的。
吕建江主动与网友取得了联系，一边询
问病人病情，一边搜索出一条最快捷的
行驶路线，连同自己的手机号一起发了

过去。21时21分，病人家属发来短信说
病情不见好转，吕建江立即安排值班民
警驾警车迎接。

22 时 07 分，民警接到病人马上为
救护车开道奔向医院。吕建江不放心，
又联系电台，不停地转告救护车行驶路
线及实时位置，请沿途车辆和行人避
让。当晚 22 时 12 分，救护车顺利到达
医院，病人及时手术，成功脱险。一段
正常行驶需要 20 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
5 分钟。

吕建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很灵活，
可自家的事就是“办不成”。

李根来一直不明白，一个包片的民
警，辖区那么多企业，跟哪个企业“打个
招呼”，不能给家属安排个工作？可老吕
媳妇随他转业后在家待业了三年，直到
2007 年才申请到了公益岗位，月工资至
今不到1400元。

但吕建江给辖区困难户丁忠光一个
人，就介绍了3份工作。

2004 年前后，丁忠光和爱人双双下
岗，暂住在留村，非常困难。得知丁忠光
的家庭情况后，吕建江主动给村里做工
作，在村市场上给丁忠光划出一个摊位，
别人一个月 60 元管理费，丁忠光只需交
30元。

“人家村民为摊位都争破头，吕哥
硬给我跑下个摊位来。”其实，丁忠光比
吕 建 江 大 一 岁 ，可 她 感 觉 吕 建 江 更
像哥。

两年后，摆摊收益不好，吕建江又把
她介绍到村里的网吧做保洁。网吧拆除
后，丁忠光再次失业，吕建江又介绍她到
润德五金市场做保洁。

今年 7 月，保洁公司整体更换，丁忠
光不好意思再找吕建江。“吕哥去世的前
三天，去润德五金市场那块办事儿，还给
我打电话，说到了市场怎么没看见我。
我跟他说了情况，他还埋怨我。”丁忠光
泣不成声。

“那年我住院，吕哥塞给我 200 块
钱。”吕建江去世后，她第一次去了吕哥
家，当得知吕建江生前口袋里从没超过
300 块钱，除了警服就没两件像样的衣
服时，丁忠光放声大哭。

警务站的活儿，很多都是求助咨询
调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但要把每一
件小事儿都按规章制度办好，就能极大
地方便群众。

11 月 30 日 13 时左右，吕建江发了
一条带图片的微博。“都说我纸和墨用
得快，我也不想啊，这才三天。”配图
是厚厚一沓打印纸，都是处理交通违章
的处罚决定书。

按照规定，石家庄市的 110 警务站
都能处理交通违章，但个别警务站有
时候嫌麻烦，会推脱说连不上网。而
吕建江所在的警务站是全市处理交通
违章量最多的警务站之一，甚至有市
民跨区域跑来，因为只要来了就一定
能办成。有时候群众去站里办业务，
赶上确实连不上网，吕建江就让人家
留个电话，或是记下车牌号，帮人家
处理。

“老吕就是这么个人，交给他个事
儿，他特别当事儿。他总说，人家信得

过咱，找到咱了，该办的要办好，不归
咱 管 、 可 咱 还 有 能 力 办 的 ， 也 得 办
好。”崔利平说。

2004 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了
走街串户的片警，吕建江有的不只是
工 作 岗 位 的 不 适 应 ， 还 有 过 很 多 委
屈。“有一回老吕出警处理一起纠纷，
一方指着老吕的鼻子骂，你收钱了，
偏向他们那边。”妻子说，吕建江回家
委屈得直掉泪，但擦擦眼泪，他说，
不 管 干 啥 ， 既 然 来 干 事 ， 就 得 干 成
事儿。

为了干成事儿，吕建江没少搭钱。
制作网站用钱、制作停车卡用钱、回复
网友咨询要电话费⋯⋯他的大方都用在
了干事上，但对自己却抠到了家。

妻子拿出吕建江生前用的包，右下
角已经磨掉了皮，去世前几天，吕建江
刚用胶水粘过，女儿还笑话他，说好歹
你也是个正科级领导、一级警督，这样
还能背得出去？吕建江说，在底儿上，

别人看不见。
“老吕在的时候，特别喜欢穿西

装，可每次说给他买，他都舍不得。那
件 200 来元的西装，他只有聚会、开会
才舍得穿。除了警裤，平时就两条裤
子，还是亲戚送的⋯⋯”妻子说到这，
眼泪一颗颗掉在吕建江的照片上。

吕建江干事，不分大小事，在他眼
里，都是大事。

贺权曾是吕建江的“徒弟”，2013
年在警务站当过辅警。“以前夜班跟师
傅巡逻，很多路段走过一遍没发现什
么问题，师傅仍会严格按照要求来回
走几遍。”贺权说，当他抱怨说少走几
趟也行时，吕建江教育他说，“事情是
大是小，看你怎么对待它。你把它当
成大事它就是大事，你觉得是小事它
就成了小事。每天按要求认真做事，
成了习惯，每件事情坚持起来也就不
难了。”

把每一件小事当大事，是因为他心

里装着老百姓。
2015 年夏季，石家庄阴雨连绵，

警务站旁边的配电站受潮，路口信号
灯突然不亮了。“吕主任给市交管局打
过 电 话 ， 就 自 己 到 路 口 疏 导 车 辆 去
了。”辅警薛顺群说，那年出现了好几
次信号灯故障，每次吕建江都会过去
疏导。“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人家交警
的事儿，可主任说，咱们也穿警服，
只要是服务群众的事，能做的咱们都
该做。后来，我们也就跟着主任一起
疏导车辆。”

今年夏季的一天，吕建江在站里值
班，透过警务站的玻璃，他看到一个老
太太提着菜篮子在路口来回走。“是不
是找不到家了？”吕建江念叨了一句。

走过去一问，果然，老人只能想起
儿子的名字，忘了家在哪儿。吕建江把
老人搀扶到站里，通过警务系统搜索老
人提供的家人姓名，再逐个核实，最终
把老人平安送回了家。

“当时站里好几个人，大家都看见
老人了，可就老吕第一时间看出了问
题。要不是心里揣着老百姓，他能这么
麻利？”吕建江警务站民警张华说。

清贫之下的高大

记 者 手 记

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
——百姓眼中的民警吕建江

12 月 3 日上午 9 时，
吕建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在石家庄市殡仪馆举行。
千余名市民、民警含泪送
他最后一程。

记者 史晟全摄

▲ 12 月 5
日，吕建江综合
警 务 服 务 站 揭
牌。
记者 史晟全摄

◀2017 年
11 月 30 日 下
午，吕建江还在
微 博 上 回 复 网
友的咨询，次日
7时去世。

他干事，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当大事

他办法多，却从来没用到自家身上

他忙，不分分内分外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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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江（左一）生前
照片。（资料片）

石家庄市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