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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明，汉族，41岁，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1995年参加公安交

警工作，现任铜陵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车管所副所长。他在路面交

通管理工作期间，总结出了一线

交警“六字工作法”，即“明、严、

勤、查、切、准”，得到推广，做到了

“零过错、零复议、零投诉”。

朱松明同志先后2次荣立个

人三等功，10次受到市公安局嘉

奖；2005年被评为全省“百日竞赛”

先进个人；2006年被评为全市优秀

基层民警、全省交警系统执法标

兵；2007年被评为全国交通安全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先进个人；2008年

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基层正规化

建设优秀民警；2009年被评为安徽

省优秀交通民警、市先进工作者；

2011年评为市十佳人民警察，推荐

申报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朱松明——零过错、零复议、零投诉

李宏斌，男，回族，49 岁，中

共党员，大学文化，1988年参加公

安交警工作，现任池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大队长。

在2008年开展奥运会安保工

作期间，李宏斌同志带领一大队

民警，起早贪黑，扎实工作，保障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在主城

区交通秩序治理中，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内，巡逻里程约有二十万

公里，对讲机24小时不关机，被同

志们称为“永不消失的电波”。在

2011年总队高支第三、第四季度考

核中，大队在池州三个高速大队

中排名第一。

李宏斌同志 2000 年被评为

市政法系统十佳民警，2008年被

荣记个人三等功，2010年被评为

市先进工作者。

李宏斌——“永不消失的电波”

田维海，男，汉族，46岁，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1997年参加公

安交警工作，现任六安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叶集中

队中队长。2008 年被评为市交

警系统先进个人，2010年度被荣

记个人三等功，3 次受到市公安

局嘉奖。叶集中队2010年、2011

年度连续被支队评为先进中队。

2006年，田维海同志家属被

检查出萎缩性肾炎，期间三次住

院治疗，2011年 11月再次住院后，

医院已经安排透析治疗，但田维

海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依

然坚守在岗位上，遇到专项整治

时一个礼拜也不能回家一次。

田维海——“舍小家、顾大家”

李雳，女，回族，41岁，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1995年参加公安交

警工作，现任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城区大队女子中队民警。

李雳同志所在的执勤岗点，

她每天在废气、飘尘和炸耳的嘈

杂声中，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

而这一站，就是18年。

她无数次护送迷失老人、

儿童和被拐妇女返家，她多年

看望孤寡老人，爱心救助失学

儿 童 …… 在 她 的 示 范 和 带 动

下，宿州市交警女子交警班多

次被授予国家级“巾帼文明示

范岗”和省级“青年文明号”等

荣誉称号。

李 雳 同 志 先 后 被 评 为 市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人民好警察，全国“三八”红旗

手，被荣记三等功一次。省第

八、九次党代表，党的十八大

代表候选人。

李雳——把爱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全省十佳交警评选，候选人隆重登场

这些好交警，你更爱谁？
由市场星报全程协办的第二届“全省十佳人民满意交通民警”评选表

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报今天继续刊登候选人相关事迹，请广大读者

为心中的十佳交警投出宝贵一票。

投票环节将从6月11日开始，至6月25日结束。广大群众可通过安徽

交通信息服务网进行投票。同时，市民可通过电话0551-2801571对本次活

动进行全程监督。最终，按照组织推荐、网络投票和推介评议会等情况，评

选10名第二届“全省十佳人民满意交通民警”。

永葆“星报”精神
争创一流大报

1992年，《市场星报》（原《安徽市场报》）创刊，到今年《市场星报》20

周年庆，作为当年创刊者之一的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企业联合会

执行会长周本立，一直关注着星报的成长和进步。近日，他接受星报记

者专访时，盛赞《市场星报》20年来取得的非凡成绩。

就算工作再忙，周本立每天也要翻一翻《市场星报》。在采访中，他

每一句话都透着对星报浓浓的爱意，“《市场星报》，既可爱又可喜！”

记者 马冰璐 黄洋洋

提起20年前《市场星报》创刊时

的情景，周本立说一切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戏称是‘三无’办报，无办

公地点、无经费来源、无主管部门，办

报条件非常艰苦，真正‘白手起家’。”

“虽然条件艰苦，但大伙都很有

干劲，每天四处奔波，为这份报纸的

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周本立把“创

刊期”称为“创业期”，“就像创业一

样，既充满了困难，同时又满含激情，

每一个人都干劲十足，能走过那一段

艰苦的创业道路，很不容易。”

创业：艰苦卓绝的激情岁月

1999 年，报纸适应社会和市场

发展，转型为都市报，对于这一次转

型，周本立非常认同。他说，仿佛一

夜之间，《市场星报》成为街头巷尾、

业内业外议论的“焦点”，报纸赢得

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安徽新闻

界的一匹黑马”。

“转型为都市报后，《市场星报》

坚持不猎奇、不哗众取宠，一直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办报，这是很难得的。”周本立

说，正是这份坚持，使得《市场星报》

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

越高，效益也越来越好。

转型：“黑马”让人刮目相看

“自从加入安徽出版集

团，更名改版后，《市场星报》

突飞猛进。”不论是发行量的

大幅提升，业务领域的逐渐拓

宽，还是采编队伍的发展壮

大，印刷条件的不断改善……

周本立说，这些都说明了这份

报纸在大步向前进。

在他看来，报纸内容的进

步最为喜人，“新闻更加关注

市民的生活细节，不论是老人

的养老问题、少儿的教育问

题，还是邻里关系、健康养生，

都是对市民生活的关注。”

“星报的言论版仗义执言，

敢于拿起‘批评’的武器，用正

确鞭挞错误，用美好抨击丑

恶。”在他看来，《品读》和《看

历史》等，不仅传播了文史知

识，还提高了报纸的厚重感。

发展：更名改版带来喜人新气象采访对象：周本立
职务：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
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会长

谈到《市场星报》未来的

发展，周本立说，财经新闻要

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大做文

章。“财经新闻关系着每一个

人的切身利益，只是不同层次

的人，关注点不一样而已。”

“关注宏观经济的人，喜

欢关注财经走势，而市民往往

关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

价格、市场供需信息等。”他

说，财经新闻要善于把理论变

成常识，把理论转化成生活细

节，“从老百姓关注的角度去

做财经新闻。”

未来：财经理论要转化成生活细节

作为关注《市场星报》发

展的老领导、老读者，周本立

对这份报纸怀着一份难以用

言语表述的别样深情。他甚

至在百忙之中，抽空书写了一

份情意浓浓的贺词。

除了贺词，他还送上了一

份饱含期望和希冀的祝福，他

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创

业时期，“星报人”所表现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让

他终身难忘，“我希望《市场星

报》的各位同仁永远保持艰苦

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将《市

场星报》办成全国一流的都市

报。”

祝福：永葆“星报”精神创一流大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