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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10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在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设立节日，是对这支队伍为

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充分肯定，是推进国家荣誉精神和

荣誉制度建设、提升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水平的重要内容，对于增强人民警察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归

属感，激励全警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前夕，《法治日报》记者走近这一

群体，近距离感受人民警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使命感履行好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

民安宁的职责使命，以优异成绩回馈党中央的关心关爱，力求帮

助广大读者理解警察的难、体会警察的苦、领略警察的情。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人民警察，忠诚为民。

　　翻阅史册，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启用中央人民

政府颁发的印信，人民警察用无限赤诚，为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筑起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静听岁月，70余载春秋，1．4万余名英烈。抗击疫情，

他们冲锋在前；打击犯罪，他们奋战一线；守护平安，他们

朝乾夕惕……

　　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

伍，是一支英雄辈出、正气浩然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

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他们正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踏上新征程，忠实履行新时代公安机关使命任务，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

疫情当前警察不退

　　己亥末，疫情起。蓝潮涌，护民安。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对尚未可知的病毒，一道道

藏蓝色的身影逆向而行，在每一个守护人民的战场喊出

响亮的口号：疫情当前，警察不退！

　　在湖北，6．3万名民警、5．6万名辅警奔赴抗击疫情前

线；在武汉，1．9万名民警、1．9万名辅警全警上岗、全员

参战。

　　在全国，百万名人民警察凝心聚力，奋战在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服务民生的战场。

　　那穿梭于病舱之中检诊病患、下达医嘱的，是天津市

滨海监狱医院副院长于军红的身影。刚参加完监狱连续16

天的封闭执勤后，他立刻请战参加司法部组织的驰援湖北

医疗队。他的防护服上写着4个醒目的大字——— 警察医生。

　　那紧盯电子屏幕，聚精会神、筛查信息的，是上海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十五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陆卿的身

影。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战场前移的信息战。从接到提供

涉疫航班预报信息任务的那一秒，就必须不顾“白+黑”

“7×24”连轴转的疲倦全力搜寻，只为提前锁定重点人员。

　　那踏遍监区角落，查找隐患、解决问题的，是安徽省白

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副监区长张文博的身影。违纪罪

犯、思想波动罪犯和家在疫情严重地区的罪犯，他都逐一

谈话，不断化解罪犯的心病和矛盾，全力消除可能影响监

管安全的不利因素，确保疫情期间狱内改造秩序稳定。

　　那值守车站路口，查验登记、摸排疫情的，是辽宁省

东港市公安局孤山派出所所长谷向阳的身影。“面前是交

通要道，身后是数万群众，抓好疫情防控，我一定不辱使

命！”他说到做到。

　　红旗飘扬，警徽闪耀，在抗击疫情的阵地上，人民警

察无时无刻不在诠释、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伟

大抗“疫”精神。

奋勇当先惩恶扬善

　　奋勇者，怀非常之胆气，担千钧之重担；当先者，虽千

万吾往矣，护身后之万千。

　　面对时刻充满危险和未知挑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面对穷凶极恶的毒贩、暴徒，是什么让他们勇毅笃行？

　　“群众的微笑和支持就是我们的胆，刑警的职责和使

命也是我们的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更是我们的胆。面对

黑恶势力，我想对他们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就是百姓的铜

墙铁壁，我们不怕。”河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总队

三支队支队长苏宇发出铿锵誓言。

　　“只有抓到犯罪嫌疑人，才能还被害人一个告慰。所

以，不管走多远、有多难，几代刑警人决不会放弃追捕犯

罪嫌疑人，直至将其绳之以法。”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五支队副支队长梁中心攻克难关，破解积案，用正义抚慰

被害人亲属难以释怀的创伤。

　　“打击文物犯罪义不容辞，让更多的国宝‘回家’是人

民警察的责任担当。”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警

大队二级警长毛海红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追缴回青铜

朱雀、青铜马、青铜虎灯等一批国宝级珍贵文物，让文物

传递的文明之光恒久不灭。

　　以身许国，誓死行阵，即使倒下，他们仍然是一座座

丰碑———

　　张子权，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2020年

12月15日在专案侦办期间突发疾病因公殉职。他的父亲

是禁毒英雄张从顺，1994年在侦办一起跨国贩毒案中勇

斗毒贩，不幸壮烈牺牲。一家两代人为禁毒捐躯，伤恸无

尽，为民无悔。

　　钱海军，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2020年5

月10日在工作中突发疾病去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钱海军率领打击“套路贷”工作专班破案1083起，打

掉“套路贷”团伙726个，挽回损失25亿余元。“胸有点闷，

等我缓一缓再研究工作。”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王涛和安业雷，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民

警、辅警。2020年7月6日，在核查网上在逃人员过程中突遇

歹徒持刀行凶不幸牺牲。面对疯狂的歹徒，他们挺身而出，

保护了身后的群众，自己却被砍成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挡住鬼魅，扫除阴霾。英雄的群像镌刻在历史的长卷

上，英雄的荣光闪耀在国旗党旗警旗上。人民警察用汗水

和鲜血谱写的一曲曲英雄赞歌长留人民心间。

牢记使命守护平安

　　漆黑的深夜，强光照射下，赤裸上身，右手拉住岸上

的救生绳索，左手紧紧拽着昏迷的女子，奋力游向岸

边……2020年5月29日，一张“老民警救落水女子”的照片

在浙江绍兴公安民警的朋友圈内流传。

　　这名老民警叫姚阳潮，56岁，是绍兴110接处警岗位

上年龄最大的民警。接到救援指令，他迅速带队赶到现

场。车一停，便不顾安危跳进河里，奋力将女子救起。

　　事后有人问：“这么高，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见，跳下

去不害怕吗？”姚阳潮笑着答：“救人是我的本能，只要群

众有危难，我就会挺身相救。”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默默守护。在寻常的日日夜夜、

岁岁年年，广大人民警察遵循警旗所指，不负训词所托，

在平凡中演绎出属于他们的伟大与光荣。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交警大队民警陆旭

东，从警14年累积护学20多万人次。14年如一日的风吹日

晒，让他皮肤黝黑，人称“黑皮”警察。

　　“‘黑皮’的绰号比我的本名还要响亮。我愿意在护学

岗位上一直干下去，让孩子们把‘黑皮’叔叔这个称号永

远喊下去。”陆旭东庄严敬礼，眼神温柔却坚定。

　　“翻达坂、踏雪山、趟冰河、走悬崖、过索道，我觉得

值。”30多年如一日坚守在高寒缺氧的帕米尔高原，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大队大队长丁发根走遍辖区每户人家，忠实履行国门

卫士的神圣职责，赢得了群众的心。

　　守护布达拉宫、维护藏区稳定，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

安局城关分局广场派出所全体民警有着共同的心声，正

如所长张云峰所说：“服务群众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无上

的光荣。”

　　雪域高原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他们始终践行；调动

4000多人次“红袖标”力量开展巡逻防控，每天盘查万人

次以上，他们勇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排

头兵。

　　内心的炽热点燃寒冬的清冷，静默的坚守成全万家

团圆。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伟大征途中，人民警

察坚定信心决心、汇聚磅礴力量，用忠诚踏出履行新时代

使命任务的坚实脚印。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走路带风，干起工作来冲锋在前、不眠不休，北京市公

安局东城分局安定门派出所民警李劲松，人送绰号“疯哥”。

从警26年，“疯哥”的岗位几经变化，但他时刻秉持“群众事，

无小事”的信条，用行动诠释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责任和

担当。

　　1月4日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李劲松照常值班的

日子。《法治日报》记者在安定门派出所见到他：身材偏瘦，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人气质浓厚，从外表来看，“疯哥”一

点儿都不“疯”。

　　8点30分，与头天值班的民警做完交接，李劲松便接到一

起警情。这是一起因停车位引发的纠纷。店铺老板与司机因

店铺门口停车发生口角。事虽不大，但两人各不相让。在现

场，李劲松耐心做工作，释法说理，双方最终停止了争吵。

　　处理完纠纷，还没回到所里，电台又响了。派警员称，一

名老人在法院门口报警，称自己因无法出示健康宝与保安

发生纠纷，法院“设置障碍”不让自己进门。

　　听到报警人姓名，李劲松告诉记者，这是王大爷，自己

跟他很熟。王大爷的儿子被诈骗了，法院判对方还钱，但对

方因为没有资产一直无法履行判决，王大爷就总去法院讨

说法。

　　一看熟悉的李警官来了，84岁的王大爷怒气消了一半。

但他仍用拐杖杵地，痛陈法院的“不作为”。

　　“老人家，这大冷天儿的，您能少出门儿就尽量少出

来。”李劲松弯腰捡起老人掉在地上的东西，放进老人的提

兜。怕老人听不见，他凑到跟前、大声说：“您想想是不是这

么个理儿。”

　　看到老人点点头，李劲松继续说：“您说法官不管您，但

法官有很多工作要忙，而且我看了法院的值班表，今天确实

不是审您儿子案子的法官值班。您老说别人把您当皮球踢

来踢去，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

　　老人又点了点头。李劲松接着说：“我建议您找个明白

人支支招儿，您可以去街道司法科申请法律援助，他们会给

您最有用的建议，让您少走弯路。”

　　李劲松的话王大爷显然是听进去了，“你说的话我信，

我现在就去。”王大爷说。

　　见老人的情绪缓和了，李劲松仍不放心：“大爷，要不我

们开车送您回去？”这次老人拒绝了，带着歉意说：“我知道

你们忙，以后我尽量少打电话麻烦你们。我自己能回去。”

　　李劲松告诉记者，安定门派出所辖区有70多条胡同，出

警时，民警大部分时间都要在胡同穿行，非常考验车技。如果情况紧急，两名出

警民警中的一个需要骑电动警车先行到达现场。

　　第三起警情发生在10点50分。李劲松和记者回到所里，还没来得及喝口

水，电台又响了。一名老太太报警称，自己在社区医院看病，医生想骗自己的钱。

　　警车穿过胡同，很快到达现场。李劲松向医护人员了解到，报警的老太太

经常来看病，这次因为是年初，老太太的药费还达不到报销限额，便说医院要

骗她的钱报了警。

　　和风细雨的一番解释安抚了老人，又等到老人的儿子来接她回家，李劲松

长舒一口气。一上午没喝一口水，此时，表针已指向11点40分。

　　李劲松告诉记者，在安定门派出所工作26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充满了

感情。近几年，李劲松参与辖区胡同整治，亲眼目睹辖区每一处变化。他的画作

《警官手绘画册》记录了老胡同拆除违建的历史瞬间，李劲松因此被称为“胡同

里的警官画家”。

　　为了服务好群众，李劲松走遍辖区每一家宾馆旅店、小门店以及出租房，

哪家消防器材需要更换、哪家消防设施老旧，他都记在心里。“我是一个普通

人，有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但我又是一个不普通的人，因为穿上警服

后，就要时刻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保一方平安，让群众满意，这就是我每

天工作的意义所在。”李劲松说。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宋建彬

　　“吕明东是名好同志！”1月4日上午，在首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来临之际，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郧阳区分局负责人来

到牺牲民警吕明东家中，开展“同过一个节”祭奠慰问活动，

缅怀公安先烈、慰问烈士家属。

　　吕明东生前系郧阳区公安分局杨溪派出所所长。疫情暴

发后，他始终坚守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68天没有休息，终

因过度劳累于2020年4月2日诱发心源性疾病因公殉职，年仅

44岁，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

　　翻开吕明东生前的工作笔记本，2月28日的日记页眉上

是他亲笔写下的“跟我上”和“给我上”。在“跟我上”几个字下

面，他又用黑笔画上了两条粗粗的着重线。

　　“吕所平时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年轻民警尚良伟对吕

明东写下的这句话并不意外。疫情防控期间，吕明东每天的

行程都是满满的，牺牲前一天还在办案。

　　“疫情防控不能松，社会治安防控也要同步抓，疑难案件

要多靠群众。”每天深夜，吕明东都不忘在派出所微信工作群

里叮嘱大家。

　　为确保群众财产安全，吕明东带领同事拿着大喇叭走街

串巷开展宣传，错时巡查防控，全面加强辖区社会面治安防控。

　　“3月31日调查胡某殴打他人案、调解黄某占地纠纷，4月

1日调查走访赵某、沈某……”吕明东的工作笔记上，记录着

他牺牲前办理案件的工作情况。

　　牺牲前一天，吕明东带队在辖区开展巡控检查，中间还

不忘走访调查一起案件的相关人员，一直忙到深夜。

　　大量人员隔离在家，极易因用电用火不当引发火灾、一

氧化碳中毒等安全事件，还有部分辖区群众安全意识不足，

遭遇电信诈骗。

　　吕明东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整理出疫情防控、农村用电、

用火、防盗、防网络诈骗等13项56页各类知识，梳理全区相关

部门常用电话，整理成《社区安全知识进万家》安全手册，印

制3000多册，免费发放给居民。

　　3月9日，吕明东在刘湾加油站卡口附近巡逻时，发现一

个女孩独自在街上徘徊。经了解，十堰市房县籍15岁女孩龚

某自十堰实施管控措施后住在朋友家50多天，因双方发生矛

盾独自出走，流落街头。

　　经过防疫部门检测确认女孩身体状况后，吕明东与其家

属取得联系，驱车150多公里，将其安全送至约定见面地点。

　　“路上孩子跟我说知错了，你也不要太责怪她，好在现在

安全回家了，在家做好疫情防控和居家隔离，好好交流沟通。”面对寻找女儿50多

天的龚父，吕明东放心不下，苦口婆心地叮咛。

　　2020年2月20日，杨溪派出所接到青龙泉社区干部的报警电话，辖区疑似病

患陈某拒不服从隔离要求，与社区人员发生矛盾冲突。

　　年轻民警尚良伟穿戴好防护装备正要出发时被吕明东拦下：“年轻人就不要

去了，我有儿有女，我去吧！”

　　吕明东留下年轻民警在卡口值守，自己火速前往陈某住处，耐心细致地向其

宣讲政策、讲解集中隔离流程和隔离后的生活状态。吕明东的真诚与细心打动了

陈某，最终，陈某主动乘坐救护车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

　　2020年2月下旬，卫生防疫部门下发20多名高危人员名单，要求公安机关配

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吕明东二话没说，将手里的工作交给杨溪派出所教导员陆

涛，自己带队下沉社区逐个摸排。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杨溪铺镇也建立了隔离点，按照工作要求，隔离

点必须有民警值守。因为担心感染风险大、年轻民警没经验，吕明东对陆涛说：

“这事就咱俩上。”二人轮流值守，直到隔离点人员清零。

　　“每次给他打电话，不是在执勤就是在入户走访。经常是简短说上几句，他就

挂断电话继续忙工作，直到深夜也等不来回电。”吕明东的妻子说，如今，再也等

不来他的回电了。

□ 本报记者 张驰 本报通讯员 范瑞恒

　　从2020年12月27日开始，天津市女子监狱三监

区监区长张帅就带领刘莉、张力文、徐广丽、张兆

悦、王梓伊、冯新琪6名警察，开启了新一轮封闭

值守。

　　早6点至晚9点是张帅的正常值班时间，但是

在封闭执勤期间，没有一名警察可以正常上下班。

“没有一天能睡个囫囵觉，必须随叫随起。”她笑着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耳朵也

要竖着。

　　每天最早起床最晚休息，对讲机保持24小时

开机，是张帅封闭执勤期间的状态。她说，要消除

每一个可能影响监管安全的不利因素，确保改造

秩序安全稳定。跨年了，期盼监区愈加安全、家人

身体健康。

　　2020年1月24日零时起，天津市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天津监管系统勤务模式逐

步升级，防疫任务日益繁重，工作强度越来越大。

　　“疫情面前，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张帅说，

进入监管区首先要做的就是逐一检查服刑人员的

身体状况，这是老规矩了，既是对服刑人员负责也

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这份工作负责。

　　一天，在例行检查中，张兆悦突然发现服刑人

员薛某捂着肚子、脸色难看，遂询问其具体原因。

薛某解释说：“肚子有点痛，应该过一会就好了。”

　　具有16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张帅却不这么认

为，她立即安排警力将薛某送往医务室，医务室化

验结果显示其有结石。医生为她止痛、治疗，待症

状缓解后由警察送回监区。7人小组值守第一天发

生的“小插曲”，让张帅记忆深刻。

　　今年元旦期间，三监区组织开展了“告别2020

 起航2021”联欢会，服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节目。

“想给服刑人员提供一个释放压力、缓解紧张情绪

的机会。”张帅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实际上，干警

也能借此缓解一下压力。

　　1月1日，服刑人员朱某在与家人拨打亲情电

话时得知父亲得了癌症，所剩时日不多，情绪极其

低落。张帅一边安抚朱某，一边与其家人沟通，了

解具体情况。最后多名监狱警察建议朱某写一封

家书寄给家人，替代不能与父亲见面的遗憾。“在

服刑人员最无助的时候，监狱警察就是她们的依靠。”张帅说。

　　此前一天，张帅与刑期即将结束的服刑人员王某谈话交流，告知

其出狱后一定要遵纪守法。王某说：“虽然我犯罪了，但我在监狱的时

间没有白过，在这里我从警官身上学会了坚韧与付出，学会了用眼睛

去发现美，出狱后我要做一个传播美的人。”这样的回答让张帅觉得，

所有的努力与坚持都是值得的。

　　监狱警察严谨细致的管理让服刑人员倍感温馨，每当拨打亲情

电话时，她们总会告诉家人：“放心吧，我们这里最安全！”

　　张帅下一次值守会赶上春节，那将是她在监区度过的第13个春

节。“今年的情况非比寻常，为了大家，只能舍弃小家。”她将与家人团

聚的想法深深地藏在心中。

　　工作岗位上，她是一名人民警察；家里，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

亲；疫情来临时，她会穿上警服，放下妻子、母亲、女儿的身份，为了服

刑人员的新生，燃烧自己的芳华。正如张帅在给女儿的信中所写：“亲

爱的女儿，妈妈不能只做你一个人的盔甲，因为有更多需要妈妈的人

在等待！”

　　2021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张帅说她已经做好了随时应

战的准备！

□ 本报记者   申  东

□ 本报通讯员 马继宏

              杨  伟

　　1月4日一大早，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

区公安分局朝阳街派出所

综合研判室，所长王涛组

织社区警务队、案件办理

队民警研判前一天发案情

况，部署打击防范工作。这

是吴忠市公安局深化派出

所改革、推行派出所不办

理刑事案件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厘清派出所

职责边界，吴忠市公安局

研究出台派出所办理刑事

案件指导意见，提出派出

所可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

被公安派出所民警当场抓

获、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派

出所投案、群众将犯罪嫌

疑人扭送到公安派出所、

公安派出所民警获取线索

可直接破案等7类一般刑

事案件，不办理发生在辖

区内的故意杀人案、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案、

强奸案、抢劫案、绑架案及

重大、复杂的贩卖毒品案等

11类刑事案件。派出所现场

进行先期处置后，依程序移

交有管辖权的其他警种、部

门办理，积极协助、配合做

好侦查调查工作。

　　从事刑警工作19年的

王涛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办理刑事案件是一项

复杂的工作，至少需要4名

警力，其中两名是正式民

警，研判、走访、调查、抓

捕、审讯、送监……一个环

节都不能少，抓捕的犯罪

嫌疑人较多时，就会牵扯

全所警力参与。有时，群众报警涉案价值

小的案件，民警因为主要精力放在重大

案件上而没有精力调查小案。现在，按照

派出所“两室一队”改革的要求，派出所

不再办理复杂刑事案件，警种更专业了，

民警也有更多精力围绕辖区夯实基层基

础工作，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去年11月初，朝阳街派出所辖区连

续发生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针对这

一情况，王涛组织全所警力开展“拉网

式”反电诈宣传。经过4天持续工作，辖区

电诈案件明显减少。

　　为进一步深化派出所改革，吴忠市

公安局先后研究出台一系列含金量十足

的改革举措，推动派出所工作系统性重

塑、流程性再造，真正实现吴忠公安工作

质量变革、效率提高、动力增强。

　　民生街派出所所长王少忠告诉记

者，当前，派出所办理一些复杂案件的经

验和能力相对不足，易造成执法过错，影

响刑事案件整体质量。刑事案件统一交

由专业警种办理，特别是对一些系列、流

窜案件，可以更好地开展研判打击，对于

案件侦破较为有利。派出所不承担刑事

案件，缓解了警力紧张的现状，释放基层

民警活力，更好地承担起组织安全防范

工作，一定程度上对他了案事件的发生。

　　据介绍，吴忠市公安局研究制定任

务分工清单，明确18项具体任务人牵头

领导、牵头部门、配合部门、责任单位及

完成时间，各分县局均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推进工作，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工作深

入开展。

　　2020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吴忠市

公安局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19个派出

所开展不办理刑事案件警务机制改革试

点，建立健全刑事警情接处警衔接、刑事

案件受案立案移交、联动协作配合、管辖

争议案件处理等六项工作机制，明确法

制、刑侦、治安、国保、禁毒等部门在派出

所不办理刑事案件改革试点中承担的职

责任务。从完善体系、厘清职责、创新机

制、落实保障四个方面研究形成工作做法

和经验，为全市全面推广派出所不办理刑

事案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依据。

　　“吴忠市公安局修改完善考核细则，

落实市局考核分县局、分县局考核派出

所和社区民警人两级考核机制，以压实

社区民警压降发案责任、下沉社区开展

工作及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测评为考核重

点，有效激发民警工作的主动性。”吴忠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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