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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成栋

　　

　　      这个夏天的上海跟往常有些不一样。

　　梅子黄熟时节的细雨还未正式亮相就已退场，副热

带高压裹挟着反气旋提前接管了比赛，天热得异乎寻常。

长江入海口未来一段时间气候的走向还值得商榷，但几

乎可以确定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合流处的西南端有一

支队伍，队内成员的口音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你瞅啥”“搁哪呢”“干哈呀”……在上海市消防

救援总队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最常见的寒暄不是上

海传统的“侬好”“侬饭吃过了伐”“碰着侬交关开心”，

因为这里的消防员来自五湖四海，不是谁都会

说上海话；后来，队员们的口音又有了要统

一的趋势，因为这里有个来自辽宁抚顺

的防火监督员，他就是刘长俊。

　　针对东北口音在队内引发的

“人传人”现象，刘长俊经常开玩笑

说：“防得了火，防不了我。”

  为了儿时梦想，选

择成为一名消防员

　　“从小就有个从军梦，大

学毕业的时候看到上海消防

招收消防员的消息就赶紧报名

了。”刘长俊说：“这既是为了能

找份工作，更是为了圆小时候的

一个梦想。”

　　于是，刘长俊来到了上海，参加

了2009年的消防招考，被录取之后又前

往南京集训，最终回到上海，如愿成为了

一名消防员。

　　2010年年初，刘长俊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

一次消防救援实战。那是一起发生在上海

南北高架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追

尾了一辆大货车，坐在副驾驶的乘客双

腿被卡在了两辆车之间。为了保证乘

客的生命安全，并尽可能保住伤者的

双腿，刘长俊与另外10名消防员在现

场进行了4个多小时救援，最终妥善

处理了这起事故。

　　在2012年的闸北汽配城的灭火行

动中，由于火场里既有柴油桶又有小

型空气压缩罐，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巨

大的爆炸和次生灾害，刘长俊和二十多

名队友必须进入火场，将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陆续抢出。

从当晚7时一直通宵灭火到第二天上午10时，连续奋战了

15个小时，成功阻止了火灾的蔓延，并完成了这次消防救

援任务。

　　“忙了一夜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是黑乎乎的机油，只能

看见张嘴说话露出的一排排白牙。”刘长俊回忆说，任务结

束后隔热鞋中的汗水和降温喷的水已经能盛满一个碗，而

他的手机上还显示着来自妻子的27个未接来电。

　　过去的故事如今往往都是用轻松甚至玩笑的语气来讲

述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现场有多危险。但刘长俊

相信，一样的场景无论重来多少次，他仍会选择逆行上前。他

更相信，凭借着日益进步的指挥和训练、愈发精良的科技和

装备，以及每一位消防员始终不忘的初心和使命，在面对危

险时，一批一批的消防员能做得越来越好。

为了宣传防火，做了很多不同尝试

　　当火红的消防车呼啸着驶过白渡路66号的大院，36岁

的刘长俊站在那里，满眼望去，都是30岁之前的自己。

　　2016年，30岁的刘长俊在一次训练中十字韧带撕裂，由

于这次负伤，在灭火一线工作了近8年的他转为从事防火

工作，成了一名防火监督员，主要负责防火监督检查、大型

保卫、信访举报核查、消防培训和宣传以及火灾原因调查

等工作。

　　“有些同志一整就谈，消防嘛，就是灭火呗，你划拉一

圈一个火星子见不着，那指定就是安全的，也就用不上消

防，这样的观点是相当危险的。”这是刘长俊在辖区内开讲

消防安全课程时的场景，诙谐的语言让受众学习到了很多

平时容易混淆的“冷”知识：“其实消防包含‘消’和‘防’，

‘消’是灭火，‘防’是防火，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防’，如果

在座的各位不好好‘防’，将来可能就要挨‘削’……”

　　为了更好地宣传消防安全知识，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

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在2021年9月与笑果文化牵

手举办的消防安全科普脱口秀专场，刘长俊和队友陆超、

丁佳俊、陆怡一起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而在这之后，刘长

俊又参加了《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的录制。

　　“我安全了这么多年，能不能让我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一下？”

　　“我跟老板说你这个密室安全出口不显眼，老板说

我这是密室逃脱，我说我是消防员，老板说你是不是玩

不起？”

　　“除了灭火防火，消防员还会干很多事情，比如营救脑

袋被卡住的小孩。”

　　……

　　节目中，类似“爆梗”的幽默段子都源于刘长俊的消防

日常工作。而在谈到从灭火作战指挥员到防火监督员的改

变时，刘长俊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曾经负伤的客观情

况，不能再去救援一线确实比较遗憾。但作为一名消防员，

消防系统中的每个岗位都是自己的战场。

　　“在没发生问题之前，消防安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7

月5日下午，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带着消防知识走进演出

行业，为上海市文旅局下属的50余名剧场负责人送上一堂

别开生面的消防培训课程，刘长俊也参加了授课。对于这

样的宣传方式，刘长俊表示，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根据

不同行业对象、不同单位性质量身定制消防安全培训内

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防火知识，尽可能地把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

为了家中亲人，更要把工作做到最好

　　2013年，刘长俊的女儿出生时，他请了3天假。紧接着

因为要带新兵连和新兵班，又匆匆赶回单位，这一别就是

大半年。

　　“我第一次见到我女儿的时候，是她刚出生的时候；

第二次见到我女儿时，她已经能坐起来了；我第三次见

她的时候，她的脑袋已经卡在铁门里了……”刘长俊说，

脱口秀节目播出后，女儿还私下问过自己，她的头被铁

门卡住的段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小时候的头真的这

么大吗？”

　　其实，每当谈到家人，刘长俊的心情总是比较复杂。

　　一方面是愧疚，由于陪伴家人的时间确实太少，感觉

对他们有很多亏欠：“做灭火救援的时候就不谈了，需要24

小时待命，很难和家人团聚。现在做防火宣传，遇上大型活

动或者特殊情况，也是经常不着家。”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刘长俊和他的队友们连续奋战3个

月，在保证有生力量的前提下对涉阳场所进行消杀，同时，

对于餐饮保障单位、养老院、大型超市等疫情防控期间未停

摆的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穿好防护服，佩戴好面屏、口

罩、手套等防护设备，“蓝朋友”们也就变成了“大白”。

　　直到6月1日，根据上海市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

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体方案的安排，上海在严守不

出现规模性反弹底线、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面实施

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刘长俊他们也就可以正常上下班了。

　　另一方面，刘长俊又很感激自己的家人，是他们多来

年的理解和支持，助推着自己把工作越做越好。“消防员这

个职业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校园里都是比较被认可的，

所以我的妻子和女儿常说他们为我感到骄傲。”刘长俊说，

“其实我很少告诉她们，他们和消防员这份职业一样，都让

我无比自豪。”

□ 本报记者 张红梅

　　

　　舞台聚光灯下，一名女特警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个身量不

高的小姑娘用调侃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打游戏时因

为枪法太准而被举报“开挂”的段子也迅速走红网络。她就是上

海市特警总队的95后特警贺际评。

　　12岁起，贺际评就被教练选中开始学习摔跤和柔道，摸爬滚

打的训练生活，养成了她不怕苦的特质。18岁，贺际评被上海体

育学院录取，还在国内的摔跤比赛中拿下奖项。大学毕业时，她

毅然选择了特警这份特殊的职业，并在2018年正式加入

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我做运动员的时候就觉得

警察是很神圣的职业，接触了以后才发现太酷

了。”贺际评说。2022年6月，在上海市公安局特警

总队组织的“王中王”争霸赛上，贺际评手稳心

态平，百米之外三发全中，以73秒勇夺“狙击

之王”。

　　射击、游泳、擒拿、格斗、悬挂入窗……

回顾成为特警这4年的经历，贺际评如数

家珍。由于从警年限较短，她还没能参加

一些更大型的安全保障活动，但她一直不

敢松懈，不断增加技能学习，“有了这些技

能我就会特别有底气———  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第一时间

投入战斗。”

　　谈到对职业的追求，贺际评认为，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

一定要有向往有热爱。当你喜欢上这份职业之后，面临任何挑战

都不会退缩，你不会轻易说放弃，也不会想到逃避，而是克服一

切困难去挑战。

　　正是有了这种热爱与追求，贺际评一直在挑战自我。“特警

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安全。当人民群众

发生溺水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办？那么学会游泳是一个必备的技

能。我知道是我必须要会的，我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它。”正

如她在节目中分享的那样，“我怕水，但身为特警必须把游泳练

好，所以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游泳。”

　　站上脱口秀舞台，于贺际评而言是一次完全未知的挑战。最

初接到邀请，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念头就是“特警应该什么技能

都会”，所以，“特警也应该会讲脱口秀”。于是，在一遍遍观看脱

口秀演出的视频后，贺际评开始在笑果文化团队的帮助下进行

训练，“我觉得背词、面对人群都不是最困难的，关键是怎么把特

警的生活、工作汇编成大家能接受的幽默段子。同时，表演时的

断句、语调能不能拿捏好，一个笑点能不能让观众领会，这都是

挑战。”

　　为了满足大家对特警生活的好奇，贺际评在节目中诙谐地

说：“女特警的数量确实比较少，很多人都好奇我们到底有什么

不一样的。我觉得首先我们的身份都是特警，无需特意强调性

别。在我们队里，不论男女，大家都是一起训练、一起吃饭、分开

睡觉。特警平时也是有娱乐的，我们经常组队打‘和平精英’。由

于枪法太准，我总是被别人举报开挂。”

　　“我们日常巡逻全副武装，遇到最多的问题是问路，可能他

们觉得特警队员枪法好、眼神好，能找到地方。其实特警是所有

警种里危险性最小的，我们都是打有准备的仗，而且特警出警讲

究武力叠加。什么叫武力叠加呢，就是歹徒你有刀，我有枪；你有

枪，我有炮；你一个人，我两个人；你两个人，我四个人。所以做歹

徒其实是很危险的，建议大家不要尝试，还是要做个好人。”

　　段子也好，调侃也罢，在生活中，贺际评其实是个略显安静，喜

欢打羽毛球、插花，也会打卡网红美景美食。如今，能通过脱口秀让

朋友们看到自己、看到特警职业的另一面，也是她的一大收获。

　　正如贺际评在节目中所说：“特警的职业性质比较特殊，身

经百战不一定是好事，无功而返也不一定是坏事。虽然我获得了

特警‘枪王’的称号，我却没有机会在实战任务中开枪。我非但没

有失落，反倒十分自豪，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安非常好。因为让

社会长治久安才是我们存在的最大价值。我所有艰苦的训练是

为了关键时刻能够百发百中，但我真心希望我的职业生涯能够

一枪不发。”

□ 本报记者 蒋起东

　　

　　“这帮骗子的服务

实在太好了，孤单有人

陪，难受有人哄，你以

为他是24小时围着你

转，人家是接受过职

业培训的，专业谈恋

爱，三个人，三班倒。”

舞台上，一位帅气民

警正在揭秘“杀猪盘”

骗局，台下观众不时爆

发出阵阵欢呼声。

　　他可能是最会说脱

口秀的反诈民警。在近期

播出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节目中，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九支队（上海市反诈中心）90后民警周

杰火出了圈。反诈加脱口秀，诙谐幽默的语

言搭配生动鲜活的电信诈骗案例，让观众会心一笑的同

时，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反诈知识。　

“多打通一个电话，就少一个人被骗”

　　“平时只看过，从来没有说过。”周杰回忆起参加脱

口秀前的心情，“当领导找到我，让我参加脱口秀时，心

里是既兴奋又紧张的。”

　　这是周杰第一次在舞台上说脱口秀，为了达到理想

的节目效果，他事前与笑果文化的编剧认真探讨如何将反诈知识融入表

演，并反复练习对演出节奏的把控。在一遍遍的打磨中，“笑点”不断增加，

周杰的表演也愈发收放自如。

　　“打劝阻电话的过程就像和骗子抢客户，骗子种草，我们拔草，客户

呢，墙头草，两边说得都挺好，难搞。”脱口秀中这样的爆“梗”，虽然“逗

笑”，却又不失真实。

　　周杰直言，这样的“段子”，灵感正是来自他的亲身工作经历。实习期，

他拨打了3个月的劝阻电话，“24小时在岗，两班倒。辛苦，但值得，因为我们

相信，只要多打通一个电话，就可能少一个人被骗。”

　　这场匠心独具的反诈脱口秀，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流行“梗”，科普最

“硬核”的反诈知识，走心又入心，播出以后，收获了观众的频频点赞。

　　对于节目的走红，周杰并不意外。“脱口秀是方式，反诈宣传是目的，

诈骗分子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我们也要不断创新反诈宣传方式才行。我

们用脱口秀讲好反诈故事，群众既开心，又能提高反诈意识，一举两得。”

周杰对《法治日报》记者表示。

“你放假了，但骗子不会放假”

　　下午5时30分，本该是下班时间，而此时的周杰正穿梭在上海市的高架

桥下，奔赴在抓捕电诈“引流”团伙的路上。

　　“不好意思啊，又来电话了。”周杰连连表示歉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

半小时内，通话因信号不佳中断两次，又因突然接入的工作电话中断两次。

　　从2018年8月入警开始，周杰就从事反诈工作。接警劝阻、资金查控、情

报综合……周杰先后在多个岗位经受历练。“反诈民警的分工不同，但是

付出相同。我们可以说是全年无休，你放假了，但骗子不会放假。”周杰说。

　　2020年年底，周杰调入打击破案岗位工作，负责研判电诈案件、外出办

案。进入新岗位，出差成为他的工作常态，“每次长则半月，短则三四天，去

年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省出差办案。”

　　随着国家对电信诈骗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很多电诈分子都从

境内转移到境外活动，但近两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诈骗

分子出国受阻，便选择在国内就地作案。

　　2021年2月，经研判，一个“杀猪盘”电信诈骗团伙进入警方视野。周杰

与同事们闻令而行，迅速赶赴福建某地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涉案价值100

余万元。

　　这起案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杰告诉记者，目前电诈犯罪呈现年

轻化趋势，此案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是95后甚至00后，他们从小成长在

网络环境中，搞诈骗不仅容易上手，而且还有能力不断翻新诈骗套路。

　　“不像传统的接触式财产犯罪，电信诈骗的诈骗过程往往环节多、时

间长、隐藏深，想要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就必须在网络上抽丝剥茧，寻找线

索。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只有比骗子还要了解骗术，才能用更少的时

间研判出更多的电诈分子，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周杰感慨地说。

“我们的理想是天下无诈”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反诈警察？周杰认为，提升业务能力是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舍小家顾大家的心，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

就要对得起这份责任。

　　谈起从警初心，周杰坦言，小时候看电视，觉得警察很帅，打击犯罪、

维护群众利益，是正义的化身，因而萌生了考警校的想法，而当自己真正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才明白正义的背后意味着多少努力和牺牲，从而也更

加珍视这份职业带给自己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打防管控宣建联”，反诈“七字诀”他常挂在嘴边：“要想做好反诈工

作，只靠公安一家是不够的，我们要形成共建，从全警反诈到全社会反诈，

形成反诈合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素人”民警，紧贴百姓口味，主动“跨界”开展形

式多样的反诈宣传，他们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将程式化模块化的反诈

宣传形式撕开“一道口子”，让群众接触到更多电诈案件背后的真相。

　　脱口秀表演火了。趁着这股劲儿，周杰现在除了打击破案的本职工

作，也承担起了单位的一部分反诈宣传任务，休息时间拍一些短视频、做

一些警情提示。“打防结合，前期的宣传必不可少。我们要做全链条反诈，

将反诈进行到底。”周杰说。

真心希望我的职业生涯能一枪不发

不想当段子手的教官不是好的防火监督员

我的“段子”灵感都源自亲身经历

　　中国法治好故

事，是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的硬核内容。每

一个直击人心且有趣

味、有嚼劲的法治故事，

都值得人们用不同的方

式用心用情用力去讲好。

　　我们关注到一期名曰

“真心英雄”的节目，让警

察讲述警察故事，消防员讲

述消防员故事，文艺工作者

描述他们心目中的警察形

象。这期节目，可以说是中国

法治好故事的一种新的打开

方式。

　　对于中国法治好故事而

言，众多的艺术门类和文化形

态应该不存在门槛和代沟。

“真心英雄”是腾讯视频与笑

果文化联袂打造的《怎么办！

脱口秀专场》第一期节目。本

报记者据此进行采访，通过个

别案例来讨论普遍趋势，思考

并开拓新时代法治文化的丰

沛生命力和交流互鉴、融合接

轨的多样可能性。

　　脱口秀是普及度较高的

大众文化消费。孟子说，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中国诗

史上的“旗亭传唱”借助的是

音乐之力，“老妪能解”借助的

是通俗之势，使得诗文传播最

大化。“真心英雄”也在证实，

优秀的大众文化当然可以成

为法治文化抵达当下的一个

载体。

　　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的前提下，我们乐

见众多文化形态的“破圈”

发展、“跨界”传播，促使法

治文化花叶繁盛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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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贺际评在训练中。

图② 贺际评在脱口秀舞台上。

图③ 刘长俊获得《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纪念证书》。

图④ 刘长俊检查辖区内的小商品市场。

图⑤ 刘长俊在脱口秀舞台上。

图⑥ 周杰参加110警察节快闪活动。

图⑦ 周杰在脱口秀舞台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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