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第5个人民警察节，也是全国第39个“110宣传日”。
“您好，无锡110 ……”这个声音通过电话传来的瞬间，报警人感受到了

希望。在无锡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24小时汇聚、派出市
区各类报警求助电话，日均呼入电话量达6500起。这条“生命线”是如何保
持全天候畅通的？近日，记者来到这里，为您揭秘110“生命线”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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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路189号，一辆小
汽车撞倒了一辆电动车……”

“我家楼上装修噪音太
大，吵得我没法休息……”

“有个人租了我房子，不
交房租……”

“我的手机被要债的拿跑
了……”

在报警电话集中的时段，
一个电话刚挂，另一个电话就
来了。有一次，吴茜刚接通电
话，对方就挂断了，她立即回
拨，直至确认报警人是误拨后

才放心。
吴茜告诉记者，按照规

定，接警员一旦接到这种“来
电不言”的报警电话，必须回
拨两次，确认报警人安全无事
才能结束处理。因为他们担
心“来电不言”的背后，可能有
一个等待救援的生命。而这
样的“万一”曾真实地发生过。

“××村××号。”12年
前，一个冬日的凌晨，吴茜接到
一女子的报警，对方轻声报了
这个地址后便挂了电话。吴茜

立即回拨，但始终无人接听。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她

可能遭遇危险，是家暴还是其
他危险？暂时无法断定。”吴
茜立即派警给钱桥派出所，并
将相关情况上报。当晚，民警
赶至报警人所述地址后发现
室内有煤气味，一女子倒在地
上……经及时送医院抢救，该
女子脱离危险。后经了解，她
在家洗澡时，煤气泄漏，昏迷
前靠着残存的一丝意识拨通
了110。

日均接听群众报警6500起——

110“生命线”上的平安守护者

再创历史新高

无锡115家企业
入围省技术中心

本报讯 近日，2024年江苏省企业
技术中心拟认定名单公示。无锡有115
家企业入围，占全省的15.6%，再创历
史新高。当年拟认定企业数和累计数
均位列全省第二。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此次入围
企业江苏双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多晶
硅还原工艺成套装置、绿电智能制氢系
统等研发和制造。公司不断引进人才，
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在技术创新的同时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2024年公司新
增专利申请14件，截至目前，公司拥有
有效专利41项，其中发明专利11项，实
用新型30项。

作为中国加速器制造的领导品牌，
无锡爱邦辐射技术有限公司集辐射电
子加速器及其配套装置的研发、制造和
辐射加工服务于一体，是一家拥有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工程技术中
心、省级院士工作站等高端科研平台的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多次荣获国
家重点新产品称号、省首台（套）重大装
备认定及省、市级科技进步奖、省级高
新技术产品认证等，突破多项“卡脖子”
技术难题。

“进入‘十四五’以来，我市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认定数量逐年攀高，认定通过率逐年提
升。仅2023年和2024年这两年的当
年认定数，均已超过‘十三五’期间全市
认定数量的总和。”无锡市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无锡落实针对创新平台企
业的现代产业奖励政策，仅2024年就
对新认定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给予
3140万元的资金扶持。 （孙暐）

据介绍，110报警服务台
共有73名接警员，分为4个
运转班（每个班次每天在岗
10小时或14小时）和1个加
强班（高峰时段作为接警力
量的补充），全天候守护110

“生命线”的畅通。
为了能让每个报警电话

被快速接通，每名接警员都在
尽可能地压缩自己的非工作
时间——接警中需要大量说

话，一个班下来，往往口干舌
燥，但为了减少去卫生间的次
数、多接警，他们喝水时常常
是“抿一口”；吃饭则是“接力
式”的：一人吃完，另一人再
去。在报警台，很多接警员虽
然同事多年，但从未一起吃过
饭，他们笑称彼此是“天天见
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吴茜说，踏上接警员岗
位，就意味着开启了不分昼

夜、没有假期的工作模式。
不仅如此，万众期待的节假
日反而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高峰时段，接警量最多
的接警员一个班次接听电话
达400多起，其中绝大多数是
寻人、找物等求助类警情。
即便这样，他们也毫无怨
言。“能在电话中守护群众平
安，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晚报记者 刘娟/文、摄）

在吴茜的工位上，有一
个红色的“心理疏导”标牌，
其他接警员遇到需要心理疏
导的报警人，且难以应对时，
吴茜会及时介入，为报警人
提供心理疏导。凭着这项自
学“解锁”的技能，她一次次
把站在生命边缘的报警人拉
了回来——

“我不想活了……”2024
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名女
子在报警电话中泣不成声。
吴茜询问她在哪儿，她不肯
说，系统定位仅能显示她在
市中心某处，但此处高层建
筑密集，无法确定她在哪一
栋楼。吴茜立即下发“先期

派警”指令，同时，继续和报
警人保持通话。

听筒里，呜咽声夹杂着
呼啸的风声，断断续续……
根据听到的信息快速判断：
报警人可能在天台上，她年
龄20岁左右，极有可能遇到
了情感问题……于是，吴茜
从这个角度对她进行心理疏
导，并轻声安抚：“我知道，你
一定遇到了很伤心的事，可
以跟我说说吗……”在吴茜
的耐心引导下，女子说出想
要轻生的原因：男友提出分
手，并把她“拉黑”了。

谈话中，吴茜听出她还
想见男友一面，立即有了主

意：“你把你男友的电话号码
给我，我们打电话帮你找
他。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我
让他去哪儿找你呢？”

然而，该女子是在情绪
激动之下随机选择的一栋
楼，想说出位置的时候，已经
说不清了。

“楼下有门牌号之类的信
息，你去看看。”吴茜哄她下了
天台。待对方报出准确位置，
先期出警警力随即到达。

“我们找到她了！”直到
从报警的手机中听到民警的
声音，吴茜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来，挂断了这通保持了30
多分钟的“生命通话”。

走进110报警服务台，电
话铃声、键盘声、问询声交织。
在一个实时动态更新当日接警
数量、类别等信息的数字大屏
前，6排工位依次排开，12名接
警员头戴耳麦，双手在键盘上
翻飞，记录报警人的地址、事
由、诉求等信息，迅速分级、分
类，并选择对应的派出所、警务
工作站或交警队等出警单位，
下达派警指令。

一人、一部电话、一台电脑
……工位上的方寸之地，是接
警员们守护群众的“战场”，也
是他们和时间竞速的“赛场”。
其中，吴茜是入职时间较长的
一位，她在接警台工作了 16
年，累计接警73万余起。

接警员的电脑上分屏显示
两个页面：110接处警系统及
相关信息平台。前者主要用于
接警、派警；后者可以显示报警
人的地理位置、推荐属地管辖
单位、出警民警位置及执法记
录仪画面等信息，辅助接警员

派警。但在绝大多数的时间
里，吴茜来不及多瞥平台一眼，
仿佛脑海中自带“秒响应”的数
据库——报警人刚说出地址，
眨眼工夫，她就选出了对应的
出警单位；想联系梁溪交警大
队，她立即报出号码；刚报出车
辆号牌，她就能判断出该车是
出租车……

“110报警电话是群众的
‘生命线’。我们作为接处警的
‘第一棒’，既要分秒必争，快接、
快派，也要‘精准派’，确保警力
快速、准确到达现场。”吴茜说，
为此，接警员需要有“双保险”：
除了有系统的辅助，自身也得
是一个“活地图”。这是长期、
大量练习的结果——以前主要
靠看地图记忆，他们数不清翻
烂了多少张地图。不值班的时
候，他们会去无锡比较偏僻的、
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走走，记下
现场的建筑、环境、所属派出所
等信息，一点点在脑子里“刻
印”下完整的无锡地图。

和时间竞速的“双保险”

“最熟悉的陌生人”

“保持通话”留住生命

绝不能有疏漏的“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