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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舒：从警装小丫到户籍窗口守望者
生于1978年的黄舒，是改革开放的同

龄人。40年岁月洗礼，变的是身上的警服

样式，不变的是真情相待的工作。

回顾21年的人民警察生涯，黄舒亲身

感受到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基层民警

工作生活的点滴变化，更见证了安徽户籍

工作的发展。
□ 仰孝应 记者 王玮伟/文 杨硕/图

警服演变，
肩挑责任永不变

1999年，黄舒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在户

籍窗口岗位上工作了 19 年，现任合肥公安

局包河分局户政中心副主任。刚拿到警

服时的情景，黄舒仍记忆犹新，看着整齐

的警服，黄舒爱不释手却又小心翼翼，首

次穿上警服的她，更是难掩欣喜，在镜子

面前举手敬礼。“那时候真的是警装小丫，

心里想着穿上这身警服,肩上就扛起了责

任，一定要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黄舒笑着说。

“那时候发放的是‘八九式’警服，颜色

为橄榄色，领章为红色盾牌领花，内有金色

五角星，佩戴领章式警衔。”黄舒说，不久

后，警服升级为“九九式”，颜色选用国际上

警察通用的藏青色或藏蓝色。警服根据民

警执勤的需要，在不同气候、不同场合、执

行不同任务、警用装备的携带与使用等方

面作了周密的考虑，如“九九式”警服分为

常服、作训服和多功能服。

警服是警察身份和执法的重要标志，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警察风貌。伴随着黄舒

的记忆，改革开放以来，警服历经多次演

变。1978 年，当时人民警察的服装颜色为

藏蓝色，男民警戴蓝色大檐帽，女民警戴蓝

色无檐帽，均套白色镶蓝牙线的帽罩。黄

舒上小学时，看到的警察叔叔是身着橄榄

色“八三式”警服。之后，黄舒工作后，自己

先后穿上了升级后的“八九式”和“九九式”

警服。

2005 年，“九九式”警服的铁灰色衬衫

换成浅清蓝色衬衫，自此一直延续使用至

今。虽然警服式样、颜色变迁，但头顶国徽

的黄舒除了自豪与喜悦外，更多的是从警

服的演变中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户口，承载着生老病死、上学就业、社保福利等，可

谓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户籍室作为公安机关

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对外窗口，犹如一面镜子，照亮的

是整个公安队伍的形象。

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可以加深

警民之间的感情。2014 年 10 月 27 日，七旬老人李详

银带着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鲜红的锦旗来到合肥市公安

局包河分局，老人非常激动，说黄舒为他解决了大麻

烦。原来，老人居住在辖区望江东路 94 号，其次子多

次到老人家中欲将老人赶出家门。黄舒经了解得知，

老人的次子一家长期不与其居住在一起，不但没有对

他尽赡养义务，而且将一家三口的户口一直挂在他的

户口上，企图占有房产，老人痛心不已，为房产问题已

多次向法院求助都难以如愿。

李详银的含泪诉说，让黄舒心里百感交集。黄舒

主动联络辖区派出所对老人的户口情况展开调查。根

据规定，对凡属第二、三代人有房子、房产证，长期不与

父母共同居住在一起，属人户分离。随后，将老人次子

一家户口挂派出所集体户，并给老人办理了新的户

口簿。李祥银老人拿着新户口簿激动万分，压在他心

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不久

后，安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推进取消农业户

口，“城里人”和“乡下人”户口身份之别不复存在。

工作如镜，户籍窗口照亮公安形象

黄舒所在的包河区户政大厅是整个安徽省面积最

大的，户籍业务量在合肥排名第一，身份证办理数量在

全省位居前列。

从 1986 年办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2005 年办理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至 2013 年办理第二代指纹信息居

民身份证，32 年的岁月变迁，居民身份证从一代到二

代，尺寸未变，小小的证件含金量却越来越高。

“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是塑料卡片式，先由电脑打印

好，在一个卡纸上封好位置，一张纸可以打印出来四张

身份证。”黄舒介绍，打印好后带着卡纸上交合肥市公

安局，再由统一的制证中心处理。

2005 年，安徽开始全面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外观从塑料式改为芯片式。“二代证是非接触式 IC 卡

智能芯片，采用防伪膜和印刷防伪技术，使用个人彩色

照片，并可用机器读取芯片信息，双页卡式。”黄舒记得

开始换证的那一年，她还在包河派出所户籍大厅工作，

每天上门办理更换二代证的队伍排成长龙。

2012年，包河区户政大厅成立，这里21名民警每

天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约一千人次，两间照相室可人

工采集图像，另外两台自助照相机也让身份证实现了

自助发放。随着时间推移，2013 年，二代证从芯片证

换成了指纹证。黄舒告诉记者，两者没有区别，只是多

了指纹信息，不强制要求换指纹证，如果遇到身份证遗

失或者自行想换皆可以更换。

见证变迁，身份证“含金量”越来越高

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想方设

法为群众提供满意的服务，这是黄舒一贯的工作态

度。她用热心、细心、耐心和爱心，树立了一个户政窗

口民警的良好形象，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

在户政中心工作五年来，黄舒累计为辖区群众预

约服务 128 次，登门服务 89 次，通过群众反映情况为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32 次，收到表扬信 10 封，锦旗 6

面。在日常工作中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

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她还主动延长办公时间，特别是

在拆迁地区人口认证、升学、参军、办理二代身份证等

特殊时期，她主动加班加点办公，遇到特殊事情，不惜

牺牲星期天、节假日。

除此之外，黄舒还积极拓宽服务渠道，对高中生

因临近高考办理二代身份证居多，学生平时上学时间

紧，无法请假等情况，做到预约服务，推迟下班时间等

办法，解决群众难题。

数据诠释，为民服务受赞誉

记者：与改革开放同龄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黄舒：40 年改革开放，浓缩着一个民族奋起直追

的伟大跨越，我有幸作为一名见证者，并与改革开放同

龄，是莫大的荣幸。

记者：你觉得改革开放对你有何影响？

我想在改革春风里长大的我们，更应该继承老一辈的

优良传统，努力学习，扎实工作，勇于奉献，始终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

访谈面对面：

黄舒在热心为群众服务

黄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坚守岗位19年的黄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