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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的警察生涯，对于沈生财来

说就像一部充满挑战与担当的故事集，

每一页都写满了他对职责的坚守和对

人民的忠诚。

从企业公安到经侦民警
随着 2003 年青海盐湖集团的改

制，沈生财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

转变，他从一名企业公安成为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的一员。刚进入经侦支队，一

切都是那么陌生，但沈生财骨子里就有

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天天跟着那些

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虚心请教经济案件

侦查的技巧和方法。没过多久，凭借着

自己扎实的经济法律知识基础，开始独

立办案了。

2005年夏天，针对信用社管理和放

贷乱、经营状况差等问题，沈生财和同

事们一头扎进信用社的资料堆里，仔细

查看每一本账簿、每一份财产文件，然

后迅速移交给新成立的清算组。但这

还没完，后续还要对涉嫌犯罪的原信用

社股东进行立案侦查。那阵子，沈生财

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眼睛里布满了血

丝，但他一刻也不敢松懈，成功挽回了

大量的经济损失。

2009年秋天，沈生财遇到了一件特

别棘手的案子——“空车配货”诈骗

案。当他拿到案件材料时，心里不禁一

沉，因为除了知道犯罪嫌疑人是河南口

音外，车辆、驾驶员和承运人的信息全

是假的。这可怎么查？但沈生财没有

被困难吓倒，他和同事们毅然踏上了前

往河南的征程。在河南的那些日子里，

他们走遍了大半个省，一个城市接着一

个城市地走访调查。就这样，经过三个

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四名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河南省的公安干警们都对

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这股子执

着劲儿，真值得我们学习！”这一次的成

功，也为以后不同地区之间的案件侦查

协作机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经侦支队的 14 年里，沈生财就

像一把利剑，和同事们一起侦破了一百

多起经济犯罪案件，抓获了五十多名犯

罪嫌疑人。其间，沈生财两次荣立三等

功、两次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知

识产权执法保护先进个人。

从经侦民警到交通民警
2014年，沈生财的工作又有了新的

变动，他调到了交警支队。从经侦民警

到交通警察，这跨度可不小，就像是从熟

悉的战场一下子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

域。但沈生财没有丝毫退缩，他主动要

求从站马路开始做起。在格尔木的大街

小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

刺骨的冬天，都能看到沈生财穿着警服，

身姿挺拔地站在路边指挥交通。他一边

执勤，一边抓紧时间学习交通管理知识

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慢慢地，他从一个

交警“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一次，一个无证驾驶的小伙子被沈

生财带到了办公室。小伙子一开始还

满不在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沈生

财看着他，严肃地说：“你知道无证驾驶

有多危险吗？这不仅对自己的生命不

负责，也给别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

威胁！”接着，沈生财给他详细地讲解了

一些因为无证驾驶而引发的惨烈交通

事故案例。听着听着，小伙子的脸色变

得煞白，突然，他猛地扇了自己几个耳

光，哭着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

了！”沈生财赶紧把他扶起来，语重心长

地说：“知道错了就好，但违法了就得接

受处罚，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犯了！”

在交警支队的几年里，沈生财一路

成长。2016年，他当上了交警支队秩序

大队大队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次

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有人员死亡的事

故，沈生财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

头。他会仔细地分析事故原因，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然后想尽办法寻找防范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的对策。2018年，他

又升任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继续为改善

格尔木市的交通状况努力着。他提出

取消昆仑路出租车限号并改为单行道

的建议，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车辆的通

行率。他还设立了交通违法行为曝光

台，推出了微信公众号“随手拍”举报

交通违法行为的功能，让交通违法行为

无处遁形。针对电动车普及带来的安

全隐患，他积极组织开展“一盔一带”

和“四方护学”活动，亲自到各个学校

给志愿者们培训如何疏导交通，守护孩

子们上下学的安全。

从交通民警到治安民警
2022 年，沈生财再次面临工作调

动，这一次他来到了市公安局察尔汗分

局担任副局长，成为一名治安民警。

在达布逊地区的环境整治工作中，

沈生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动

请缨参与其中，一家一家地去做居民和

商户的思想工作。有一次，在物流园建

设过程中，一个商户突然反悔，躺在屋

里阻止施工人员拆除房屋。沈生财接

到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他走进屋里，

看着商户的眼睛，真诚地说：“兄弟，我

知道你有难处，但咱们也要顾全大局

啊。你放心，只要你配合，我们一定会

尽量帮你解决问题的。”几句话下来，

商户的情绪就稳定了。沈生财马上协

调物流园给商户多借了一间集装箱房

居住，房屋顺利拆除，物流园建设也得

顺利进行。

在这 22年里，沈生财经历了无数次

的困难和挑战，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

弃。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警察，是人

民的守护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难题。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格

尔木市的大街小巷，守护着这座城市的

安宁与和谐，成为了当地警界的一面旗

帜，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不断前行。

沈生财:从警22年 坚守岗位写忠诚

（上接二版）光荣传统，从“两路”精神
中不断汲取奋勇前行的力量。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民族中学
礼堂，一场“两弹一星”精神思政教育的

“光影盛宴”让孩子们心潮澎湃，童守烨
同学观看完电影《钱学森》说：“我们应该
向‘两弹元勋’学习，立志为祖国作贡
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
形有感有效——

一堂课播撒下一粒种子，黄南藏
族自治州尖扎县黄河畔“鹿鸣课堂”开
讲，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与县第
二民族中学 800多名师生交流互动，分
享成长追梦故事，燃起学生们“信念不
灭，高歌向苍穹”的奋进梦想。

“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
星红旗”国旗传递活动在青海原子城
纪念馆举行，航天英雄杨利伟鼓励少
先队员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
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请听我们的好故事！——好记
者讲好故事”走进校园，全省优秀记者
生动讲述一线采访见证的民族团结等
感人故事，传播满满正能量。

青年诗人那萨将故乡的高原风貌
和民族文化孕育下的人文味道倾注于
创作心路，凭借诗集《留在纸上的心》
摘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诗歌奖，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新的注脚。

打造出更多自己的品牌——
2024年 5月 24日，举办国新办“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青海专场新
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宣介大美青海。

组团赴东南亚、北欧等地，举办
“感知中国 大美青海”民族文化艺术
展、青海生态文明摄影展，开展“港青

携手互利共赢——绿色青海香港行”
活动，持续打造“澜湄万里行”“感知中
国 大美青海”等文化交流品牌。

拍摄外宣纪录片《自然之源》、纪
录电影《我住江之头》，借助“青洽会”

“青超联赛”“村 BA”等重大活动，加强
文化、经贸、体育对外宣传，加强国际
人脉建设。

加大“请进来”力度，举办“2024年
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等活
动，开展“重走丝绸之路探秘千年文
明”研学活动。

缅甸金凤凰报总经理梁艳华第一
次参加“同饮一江水 光影耀澜湄”澜湄
国际影像周活动，刚踏上青海高原就被
深深震撼，“位于中国青海的澜沧江源
头，无论是这里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
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都令人难忘。”

守正创新赋能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青海历史悠久、文脉绵长。2024

年 1月，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暨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聚焦担负起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围绕推动青海
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作出
了培育弘扬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文
化、探源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挺起民
族脊梁的红色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
民族文化、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原文化

“五个文化”发展总体框架和目标任
务，赋能高质量发展。

以“五个文化”引领文化繁荣发展——
“雪豹”是一年来青海挖掘打造最

大的生态文化 IP，开发具有生态标识
的文旅体验和产品，成为培育生态文
化旅游业态的一大亮点。玉树藏族自
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生态管护员
格英激动地说，“销售记录雪豹珍贵瞬

间的照片和视频素材、实现创富增收
和生态保护的‘统一双赢’，是最快乐
的事儿。”

省博物馆“文物上的神奇动物
——青海省博物馆奇妙研学营”，入选
2024 年度文博社教创新百项案例。深
化长城、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青海段建设，推进热水墓群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宗日、夏尔雅玛
可布等 5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和喇家遗
址地震受损文物修复，丁都普巴遗址
发掘研究取得积极进展，条纹彩陶靴
入选《国家宝藏》中华文明标识。

落子成势，满盘皆活。从班玛县
红军沟革命遗址，到中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旧址，再到漠河驼场红色
教育基地……加大红色文化传承保护
利用，高标准实施中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用工程，建成青
海原子城纪念馆、青藏公路建设指挥
部旧址等红色基因库，推出“红色天
路”“探访红军沟”等一批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让青海“红色文化”焕发出更
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行走在青海高原大地，处处能感
受到特色民族文化的魅力。一年来，
丰富群众文化供给，举办社火展演、千
人锅庄舞大赛、热贡艺术等乡土特色
文化活动 300 余项，开展 2024 年澳门

“欢乐春节·节日传统手工艺术精粹”
系列活动，宣介青海特色节日习俗、手
工技艺、民族歌舞、民俗文化。一份份

“色香味美”、精彩纷呈、喜闻乐见的文
化盛宴，推动青海文化展活力、聚人
气……

建立高原先进典型培育和示范工
作体系，健全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褒
奖和关爱关怀机制，发布青海榜样 4

个、“青海好人”34 人（组）、“新时代好
少年”12名。深化“五大”文明创建，建
设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数智云平台，
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示范工程建
设，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质升级，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一
条条有针对、见成效的务实之举，让文
明之风劲吹青海城乡……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进民生福祉——
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昆仑计

划”，创拍《青海面匠》等主题文艺作
品，举办“书香青海 全民阅读”、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改
造升级农牧家、寺庙书屋，50支文艺轻
骑兵赴基层演出 600余场，开展戏曲进
乡村等惠民演出 4000余场。

自 2024 年初开始，组织开展全国
民歌展演、沿黄九省区舞蹈展演等，举
办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织“昌耀诗歌
季”优秀作品推荐等文艺活动 20 余场
次，薛之谦、张信哲、“德云社”等商业
演出火爆热烈、一票难求。

深化文旅融合，推进青海湖示范
区创建，建立“农体文旅商”产业融合
发展试点，开行跨省国际品质旅游专
列，打造“豹街”“油嘴湾”、青唐城嘉年
华小镇等文化街区，全省旅游人数、收
入均同比增长 20%以上。一场场推进
文旅体深度融合的活动，展现出大美
青海的独特魅力……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时间镌刻前行的印记，使命在新的

奋斗中书写。新的一年，全省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将深入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以锐意进取、拼搏
奋斗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青海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