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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维和需要团队协作，中国警官不仅做好他们的

日常工作，还向同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感到非常

满意。”5月5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维和警

察负责人莎图·科伊武在向包括两名中国维和警察

在内的20名维和警察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时表示。

　　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谋大同。

　　今年是中国派出首支成建制“蓝盔部队”参加联

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共派出维和人员

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联合国

维和行动，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关键力量。

　　自2000年我国首次派出维和警察以来，中国警

察以正义、专业、文明、自信的形象登上国际舞台，在

联合国维和史上描绘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从东帝汶

到波黑、从海地到南苏丹，中国警察以实际行动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塞浦路斯北部，一条为防止当地希腊族和土耳

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联合国缓冲区横贯全岛。中国

维和警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警察一起，守护着这里

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2015年开始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

（联塞部队）派遣维和警察，至今共有36名中国警察

参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和行动，承担着监督停

火、维护缓冲区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职责。

　　放眼全球，在世界最需要维护和平与安宁的地

方，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蓝盔勇士”，在饱受

战火摧残的人们渴望安全和稳定时，为他们点亮了

希望和温暖。

　　在海地——— 2008年4月，中国维和警察冒着枪林

弹雨，处置大规模游行示威19起，10天内恢复了莱卡

地区的治安秩序。

　　在利比里亚——— 2014年，中国维和警察在完成

维和勤务的同时，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200余天，受

到全世界瞩目。

　　在南苏丹——— 2020年以来，中国维和警察借鉴

并提炼中国公安机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经验

做法，积极推出任务区防疫计划，备受称赞。

　　……

　　目前，仍有多名中国维和警察在苏丹、南苏丹、

塞浦路斯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

　　“作为青年民警，参加维和任务就应该冲到最前

线”“中国警察要在维和战场上展现青春风采”……

一次次冲锋在前，一声声誓言嘹亮。在贫困与战乱

中，在动荡与冲突里，无论黑夜白昼，不惧流血牺牲，

中国维和警察始终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贡

献和平力量、展示中国形象。

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021年7月28日，150余位驻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参观北京公安基层一线单位、走访中国人

民警察大学、观摩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模拟演练，点

赞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诸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

等挑战，世界各国需要团结起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

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

了非常重要的力量。”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法里兹·马

赫达维说。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突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

显，跨国犯罪日益突出，挑战接踵而至。中国警方积

极推进国际执法合作，深入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全力

推动与有关国家务实执法合作，协调开展双多边联

合办案、联合行动，严厉打击恐怖犯罪、电信网络诈

骗、走私枪支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新型网络犯罪，有

效维护国内社会稳定。

　　中吉“边防联合决心—2013”、中俄“东方—2014”、

中蒙“雄鹰—2015”、中塔“反恐协作—2021”联合反恐

演习……中国警方直面挑战、敢于亮剑，与有关国家

和地区执法部门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全面推进国际

执法安全合作，深度开展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彰显了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维护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普遍安

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

所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了大国担当”。

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在南苏丹西加扎勒河州首府瓦乌市，有一座蓝

顶白墙的小房子守望着这里的人们，为和平安定作

出不懈努力。

　　房子门前的牌子上写着“瓦乌东兴派出所”，“东

兴”取自前中国维和警察孙东兴的名字。14年前，孙

东兴是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一名民警，

赴当时的苏丹南部执行任务时，他先后三次自筹资

金近1.4万美元，帮助当地修建了一个警署和两个派

出所。当地人为了表示感谢，将其中一个派出所以他

的名字“东兴”命名。

　　“东兴派出所”是中国维和警队在南苏丹工作卓

有成效的见证，也是中南友谊的见证。

　　多年来，“忠诚、拼搏、团结、奉献”的“中国维和

警察精神”在一代代青年维和警察中赓续传承。参加

维和的蓝盔勇士，全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获授联合

国和平勋章，在国际维和舞台创造了“中国模式”。

　　“听着枪声睡去，闻着硝烟醒来”——— 在中国第

八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队员、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

区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文越岭看来，维和

是一件容易上瘾的事情。作为中国第一支赴南苏丹

维和警队队员，在第八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选拔时，

他再次申请披甲出征。

　　“在外9年，已记不清独自度过了多少个春

节”——— 现任天津市公安局国际警务合作处副处长

的苏东旭，曾先后赴东帝汶、阿富汗和联合国总部四

次执行维和任务，凭借丰富的警务经验，为联合国维

和警务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谈起那

段与硝烟战火为伴的日子，他的脸上满是自豪。

　　“只要国家需要，我随时为国出征”——— 10年前

远赴海地维和、10年后再赴塞浦路斯执行维和任务

的王立强曾经历海地地震，在被埋战友生死无法确

定的悲痛中，他主动请缨，承担了后勤基地的安保警

戒任务。

　　坚守一线、青春无悔，奋勇担当、争当榜样。

　　22年拼搏奉献，中国累计派遣维和警察2600余人

次，8名中国警察为维护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22载栉风沐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重

要出警国，中国维和警察足迹遍及4大洲11个任务

区，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警察事业的中坚力量。

　　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警方将高举“合作、

创新、法治、共赢”旗帜，积极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发展

变化，全方位推进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参与维

和行动，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力量。

　　从东帝汶到波黑、从海地到南苏丹……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足迹遍及4大洲11个任务区，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警察事业的中坚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誉。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了大国担当。参加维和的蓝盔勇士，全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获授联合国和平勋章，在

国际维和舞台创造了“中国模式”，在联合国维和史上描绘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蓝盔勇士”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2008年7月，我通过联合国层层甄选，成为公安部第13期维和警队

队员，也是威海公安史上第一名民事维和警察，被派往东帝汶执行

任务。

　　彼时的东帝汶，国内骚乱不断，暴乱频发。尽管对困难有所预估，

但现实还是不断刷新着我对艰苦的认知，“必须24小时枪不离身、子

弹上膛”。

　　任期第八个月时，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白天发烧，晚上浑身抽搐。

很快，我被确诊为登革出血热和疟疾综合症。这种病在当地死亡率高达

75%。一周时间，我在几乎没吃东西的情况下，凭借毅力和坚持从死亡边

缘爬了回来，暴瘦了20多斤。

　　康复后，我又来到东帝汶警察大学，成为第一位在这里当教官的中

国维和警察。射击场上枪枪命中人形靶心脏部位的成绩，彰显了中国维

和警察的能力和形象。

　　维和任务期间，我先后执行巡逻任务200余次，累计行程万余公里，

破获6起非法越境、走私案件；前往8个地区，完成了600余名当地警察的

武器使用教程培训，并对来自15个国家的200余名维和警察进行了射击

指导与考核。

　　2009年11月，在异国他乡坚守491天后，我被联合国授予“和平

勋章”，荣立个人一等功。荣誉的背后，是登革出血热和疟疾病毒后

遗症的折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莫名高

烧，一烧就是40℃甚至更高，关节疼痛、抽搐痉挛，万分痛苦。时至

今日，我依旧被强烈的过敏反应侵扰，但我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

困难。

　　2018年7月，我又通过甄选，被公安部外派至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

法安全合作中心执行任务，一干就是一年半。

　　沿着危机四伏的河域，我数次组织参与外出考察调研，为工作开

展提供第一手资料。其间，我还全程负责首批援建老挝四个沿河救援

点项目、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管辖的南南基金老挝“平安区县”申

报项目。

　　身为一名党龄比警龄还长的党员，我深知，警察的“成色”不在于胸

前的勋章和手中的荣誉，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奔波奋斗的

初心。

　　从警21年来，我在巡警、交警、特警等多个岗位工作过。

　　在巡警岗位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奔波在全市的大街小巷，面对急难

险重任务从不退缩，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宁留给群众。

　　201 4年4月，我被选派到荣成市崂山街道南埠村挂职“第一书

记”。任职第一天起，我就住在村里，奔忙在田间地头。解决邻里纠

纷，为孤寡老人申请五保户待遇，为贫困家庭联系助学金，带领党

员群众发展集体经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成为众多“逆

行者”中的一员——— 带领工作专班开展工作，确保防控精准高效、

万无一失。

　　从警多年，国外维和以及一线执勤工作的磨炼，让我探索出

了“打、防、控、查、巡”五位一体的工作思路，逐步成长为全市公安

系统治安巡逻防控工作的行家里手。2 0 1 6年7月，我担任市公安局

警务实战教官组组长，作为兼职教官，近年来培养了56名实战教

官，其中10名教官入选省级教官。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威

海公安的体能强警、武器警械培训、红蓝对抗等工作均走在全省

前列。

　　不唯己安为公安。初心不改、人民至上，重任在肩、冲锋在前，这是我

不变的信念，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整理  

听，来自中国维和警察的声音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大学毕业于重庆警察学院，之后成

为一名普通的治安女警。2019年3月15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所在分

局提交了维和警察报名表，并将这个决定当作一个小惊喜告诉了爱人。

虽然有些担心和不舍，但对于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他给予了我极大的

鼓励和支持。

　　有了家人的支持，我决定放手一搏，接下来我积极准备复习外语知

识，练习驾驶技术，最终从几百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代表重庆警察幸运

地同30位战友一起前往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接受封闭维和培训。两个月之

后，我们接受了严苛的联合国甄选考试（SAAT），并获得了来之不易的

派遣资格。然而，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安排，经历

了漫长的等待和一轮又一轮的筛选面试后，我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了派

出机会。2021年5月27日，我带着家人的牵挂和不舍，与重庆的另两位战

友一起登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飞机。

　　初到塞浦路斯，我和同事临时租住在联合国总部营地附近，在这里

接受为期十天的上岗培训，并在通过考试后正式上岗工作。联合国总部

营地设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被分裂的首都，城

市就像一个被时间打碎的拼图，现代和老旧、光鲜和残破的建筑与街道

被随意地拼接在一起。

　　经过一系列的考核面试，我最终被分配到四战区的皮拉警局。这里

可谓全任务区警情最复杂也最忙碌的警局，全岛在缓冲区里的村庄现存

一共四个，大部分警局缓冲区几乎无人居住，而皮拉警局所管辖的缓冲

区内就有两个村庄，其中一个便是目前全岛唯一一个两族混居的皮拉村

（Pyla）。在这里，任何民事案事件都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框架下，

谨慎按照尊重双方的处理模式进行以示公正。而作为联合国警察，我们

也必须在联合国授权范围内，在尊重各方执法背景和环境下找到最好的

解决之道，否则很容易触碰到敏感的民族情绪，而演变成无法预料的政

治事件。加之所辖缓冲区一部分与英军主权基地交界，当一个事件涉及

三方权益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所以，在这里工作不仅要熟

练地运用语言，还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工作技巧。面对诸多挑战，我

没有退缩和胆怯。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我跟着同事开车巡逻，一开就是一

整天，缓冲区的每条大路小路、每一个观察点，都让同事带着我一遍一遍

地走，一天下来开100多公里是常事。

　　靠着国内群众工作的经验，我知道要想更快掌握情况，必须实地走

访，与人打交道，跟村民聊家常，跟商店老板聊生意，跟农民聊收成……

利用女性在沟通方面的耐心细致优势，我逐渐与当地社区建立起信任，

给社区警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得有一次深夜，我独自驾车巡逻，被路边一个少年拦下求助。少年

自称，由于他女友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恋情而与他在街边起了争执。

女孩情绪激动地坐在地上一边抽泣一边扬言要自杀，她的父亲则在

一旁威胁男孩。见此情景，我按程序通知了当地警方，然后劝开男孩

让他通知自己家人到场，又以一位母亲的身份对女孩父母进行劝解，

随后安抚女孩直到警方和救护车到来，最终事态得到了控制，化解了

一场家庭纠纷。

　　数十年来，联合国大力推进女性参与维和事业，而女性维和警察

在促进妇女参与、加强社区沟通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不管从外部

环境还是自身能力来讲，这都是中国女警参与维和行动的良好机遇。

我有幸在此时加入维和警察队伍，并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获得派

遣资格，还在这样的形势下得到各级组织的信任，被委任为驻塞浦路

斯维和警队第一位女队长。这不仅是对我的一个鞭策，更是公安部对

女警参与维和的有力支持，让各国维和警察有机会看到中国女警的

实力。

　　陈强，2001年参加公安工

作，现任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

反恐怖支队支队长。荣立个人

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曾获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山东省

十大法治人物等。

　　多年来，中国累计派遣维和警察2600余人次。他们直面生死考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赢得联

合国、驻在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警界同仁的广泛赞誉。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中国维和警察的声音。

  赵韵子，女，2006年参加

公安工作，现为重庆市公安局

渝中区分局广场治安支队民

警。2021年5月至2022年8月赴塞

浦路斯执行维和任务，其间任

中国警队队长，亦是中国驻塞

警队首位女队长。

　　图为第一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 公安部国合局 供图　　 　　图为2000年我国派往东帝汶的首批15名维和警察。 公安部国合局 供图  

　　图为赴南苏丹维和警队授勋仪式。 公安部国合局 供图  

　　图为赵韵子（右一）执行维

和任务期间留影。

公安部国合局 供图  

　　图为陈强（右）执行维和任

务期间留影。

   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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