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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通讯员 韦生辉

　　

　　他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全国特级

优秀人民警察，也是疫情暴发初期时主动请缨在执勤

点坚守抗疫的大白战士；是看到儿童落水时果断跳河

施救的路人甲，更是路遇持刀歹徒挺身而出夺刀保护

群众的孤胆英雄……

　　他就是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公安处刑警支队副

支队长苏亚伟，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二等

功1次、个人三等功1次、嘉奖3次，荣获全国特级优秀

人民警察、中国铁路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铁路春运工

作立功竞赛优秀个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标兵能手

等荣誉。

刻苦训练，终有回报

　　苏亚伟2011年参加工作，2015年，因喜爱警犬，他

主动向公安处申请，成为一名带犬民警。

　　因为之前从未接触过警犬，没有带犬经验，苏亚

伟起初一度不在状态，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职业。但在队长卢志成及老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下，

他不断努力，刻苦训练，很快成长起来。

　　每一只警犬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口令达到120次

左右的训练，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条件反射。苏亚伟

先后训练了5只警犬，对坐、卧、立、吠叫、延缓等口令，

要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两百次，成了他的训犬日常。

　　“训练警犬是个辛苦的工作，尤其是领回的新犬，

初期训练时，亲和、服从、使用科目等，都要带犬民警

一点一滴像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教导。”苏亚伟介

绍说。为了尽快让警犬成才，苏亚伟在每一只新犬训

练初期两个月吃住都在单位，每天和警犬相处15个小

时以上，远超正常训练量。

　　冬日，他要冒着寒风跟警犬一起爬山越岭；夏

日，就算太阳把皮肤晒得生疼，他中午还要加训一

次。在警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练指挥动作和搜索

流程，一个动作有时要重复上百遍。长年累月带犬训

练，苏亚伟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为了

尽快达到训练效果，他还自费购买电击脖圈、

激光笔等训练用品。训练搜爆时没有黑火药，他

就买来鞭炮自己动手拆；训练护卫犬时，他身先士卒

充当被扑咬的助训员。

　　几年下来，苏亚伟被犬扑咬了几百次，虽然隔着

厚厚的防护服，但是身上往往还是被咬合力惊人的警

犬咬得遍布伤痕和淤青，至今留在他身上的伤疤还有

四五处。

　　一次，在他带班教学时，一名学员带的一只新训

练的警犬挣脱了脖圈冲向旁边另一名学员，紧急关

头，苏亚伟急忙冲上前去一把推开学员，自己却被失

控的警犬咬住膝盖，至今仍有一寸多长的疤痕。

　　勤奋是通往成功的阶梯。“他每天都是来得最

早、走得最晚，他就是个‘拼命三郎’。”卢志成如此

评价他。

　　2018年，苏亚伟在全国铁路公安警犬集训队追

踪科目获第一名，并被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授予优秀

训导员一等奖。2020年，代表南宁铁路公安局参加全

国铁路公安系统警犬搜爆实战练兵比武，获得了个

人4项全能第二名、箱包第三名、场地第八名的成绩。

他培养的两只警犬因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和在重大安

保活动中取得重大成绩，被公安部和公安部铁路公

安局评为功勋犬。

英勇无畏，冲锋在前

　　自参加工作以来，苏亚伟历经侦查员、特警、看守

所管教员、乘警和带犬民警等一线岗位的历练。做侦

查员时，他参与侦破案件一百余起，抓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近两百人。

　　一次，苏亚伟和同事抓捕一伙涉嫌寻衅滋事的

犯罪嫌疑人。在破开嫌疑人住所房门的那一瞬，门后

突然挥出一把砍刀，刀锋砍中了他的右下颚，距他的

咽喉只有不到两厘米，他不顾伤痛继续与歹徒搏斗，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擒获。至今，仍有碎骨遗留在他的

下颚内。

　　2017年9月，在柳州市东门桥竹鹅溪，一个孩子在

追逐玩耍时不慎跌入浑浊的溪中，苏亚伟恰好路过，

他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下竹鹅溪将孩子拉了上来，

万幸溪水只到腰部，上岸后他才想起来自己并不会

游泳。

　　2022年6月9日清晨，在柳州市一幼儿园门口，一辆

白色汽车高速撞倒马路隔离栏，随后车上下来一名白

衣男子，手持两把菜刀疯狂砍砸，附近就是两所幼儿

园和一所小学。正值小学生上学的时候，路过的苏亚

伟见状赶紧疏散旁边群众。他不顾自身安危上前安抚

持刀男子的情绪，先从关心持刀男子的伤情角度与男

子沟通并倾听其诉求，充分发挥同理心作用，逐步取

得持刀男子的信任，不再继续做出伤害群众的举动，

在支援民警到达时果断将他手中的刀抢了下来。

心有大爱，甘于奉献

　　从警11年，苏亚伟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赤子

之心，力所能及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积极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陆续资助贵州、广西等地的7名贫困学生，

帮助这些原本因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学生完成了自己

的学业。

　　2019年清明节假期，苏亚伟携警犬在火车站执勤时

在候车大厅座椅上捡到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和一部华

为手机的袋子，经过一番查找及时寻到失主。

　　同年12月的一天，他路过柳州市博物馆附近时，

路遇一对求助的夫妇，该夫妇怀抱着一名陷入昏迷的

幼儿，危急时刻，苏亚伟立即用车将患病儿童和其父

母送到医院，孩子因送医及时脱离了危险。

　　疫情期间，苏亚伟始终战斗在执勤一线，先后采

购了口罩、体温枪等价值8600元的抗疫物资，捐赠给

当时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学校用于防疫工作。

　　苏亚伟全心扑在事业上，但对于家人，他常怀愧

疚。在警犬队工作的时候，每年动辄几个月的出差使

得苏亚伟跟警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家人和孩

子。有一次出差4个月回来，当苏亚伟背着行囊回到家

里时却忍不住落泪了，他一岁半的儿子竟然认不出自

己来，不敢动也不给抱，那一刻他感觉无比心酸。在父亲

身患重病期间，苏亚伟也因为带犬到其他省份执行任务

而没能在床前侍奉左右，等他匆匆赶了上千公里来到医

院时，却只见到老人最后一面……

　　“基层忙碌是常态，不过忙碌才体现警察的价

值。”苏亚伟说，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会坚定理想信

念，以实际行动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为

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平安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浩

　　

　　“时间过得真快啊，干了几十年铁警，还真有点舍不得……”正在京九线路开展

巡查的李志勤是蚌埠铁路公安处阜阳地区中心派出所阜南警务区民警，59岁的他

迎来了铁警生涯最后一个春运，说到这，他的语气里满是眷恋和不舍。

　　1988年，李志勤来到蚌埠铁路公安处工作，从警的34年里，仅驻守阜南警务区

就占了18个年头。阜南警务区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辖区里既贯穿京九线路

27.3公里，还有阜南站客运、阜南货场等重要场所。而阜南警务区只有李志勤一名驻

站民警，这意味着他得一个人负责完成线路巡查、隐患整改、客运执勤、法治宣传、

监督监管等各项工作。

　　1月7日，2023年春运正式拉开序幕，每天天不亮，李志勤便开始沿铁路线路徒

步巡查。巡线结束，他顾不上歇脚，就赶到阜南站，检查消防设施、安检设备……一

切准备就绪后，站在安检口，迎接旅客的到来。

  一名旅客由于携带酒精被安检员拦下，十分不理解，情绪激动地说：“带酒精是

为了消毒的，保障自己的安全，为什么不行。”

　　“因为酒精极易挥发，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特别是火车上人又多，还是密闭空

间，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对你的安全负责。”面对旅客的质疑，李志

勤耐心与其解释。因为这瓶酒精是刚买的，还没拆封，细心的李志勤见旅客舍不得

扔掉，便提出把酒精交给自己，等旅客的家人过来取。听到这，旅客欣然答应，并对

李志勤表示感谢。

　　李志勤清楚地知道，要搞好警务区工作，线路是头等大事，但光靠驻站民警一

个“光杆司令”是不行的，必须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事半功倍，而做群众工作

没有捷径，就是多接触、多宣传、多沟通，做到以心换心。

　　春运期间正值寒假，孩子们会时常聚集在线路两侧玩耍，沿线群众也时常到铁

路两侧护栏网外砍伐野树当柴烧，这些行为看似小事，却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志勤制作了生动的宣传展板、警示标语，带着走村串户，深入到田间地头，耐

心地向群众宣传讲解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不利因素和爱路护路常识。

　　在走访到公桥乡罗营村时，李志勤还了解到村里有多名留守儿童，喜欢结伴到铁路附近玩耍。

于是，李志勤组织孩子们前往阜南警务区进行参观，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课，引

导孩子们牢记铁路安全知识。他还利用休息时间，与孩子们交流谈心，给他们送去学习用品，鼓励他

们心怀梦想，好好学习。

　　“只有群众真的认可，铁路爱路护路和铁路法治宣传才能入脑入心，才能有效地避免影响铁路

运输安全的案事件发生。”李志勤说。

　　警务区工作是艰苦的，翻开李志勤的工作日志，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笔迹，认真记载了每日工作计

划，总结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对问题与不足及时汇总，列出整改清单，逐个解决。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是他对工作的思考和对职业的热爱。由于工作成效显著，李志勤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1次。

　　“既然选择了这身藏青色，选择了与钢轨为伴，就要耐得住它所独有的寂寞。”李志勤常

说，铁路警察就像一颗颗“道钉”，他要紧紧地铆在铁路线上，默默守护铁路线的平安

畅通。

苏亚伟：在辛苦忙碌中体现警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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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张贺

　　

　　在重庆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有这

样一个特殊的警组，她们沉稳干练，用柔

软的肩膀挑起列车平安的大梁；她们真

挚细腻，用灿烂的笑容答疑解惑热心服

务……她们就是“芳华”女子乘警组。这

支队伍由7名女民警组成，平均年龄29

岁，负责值乘从重庆开往西安方向的

G2234和D1702次列车。

冲锋一线的“她力量”

　　今年是“芳华”女子乘警组的第一个

春运。在为期40天的春运里，每位乘警将

承担近4万公里的值乘工作，守护数万名

乘客的平安回家路。

　　“乘警乘警，2号车厢卫生间有人吸

烟！”春运第一天，正在巡视车厢的朱小

丽接到烟雾报警后，迅速带领一名组员

赶到车厢里，及时将吸烟旅客拦在卫生

间内，并找到了丢弃的烟头。吸烟旅客见

到出警的是一名女乘警，一口否认自己

吸烟的事实，企图逃避责任。朱小丽沉着

应对，摆出证据，陈述法条，有理有据，让

这名违法旅客心服口服，主动接受了

处罚。

　　朱小丽说，每次上车都可能面对各

种复杂、琐碎的情况，“可以说，我们就是

移动的派出所。”解决旅客出行安全的问

题，关键在于“防”。朱小丽出乘前总是习

惯带几本平安出行宣传手册，利用巡视

车厢间隙、客流高峰时段，挨个车厢地开

展宣传，既是提醒，也是震慑。

　　朱小丽是一名乘警，也是一位妈妈。

因为工作，她与孩子聚少离多。提起自己

两岁的儿子，她的心里满是愧疚。但她

说：“既然选择了这身藏蓝，就要肩负起

自己的责任，旅客的平安出行，就是对我

最大的慰藉。”

倾心付出的“她奉献”

　　G2234和D1702次列车速度快、客流

大，女警们除了确保旅客的旅途安全之

外，更凭借其亲和力暖民心、办实事，用

真诚和微笑面对旅客。当乘客之间发生

纠纷时，女乘警化身“调解员”，耐心与乘

客沟通。

　　“春运期间产生纠纷的情况主要有

三大类：第一类是因孩子吵闹引发，第二

类是乘客手机外放声音偏大，还有一类

是因乘客使用小桌板产生的一些碰撞。”

当遇到因“熊孩子”吵闹，前后乘客发生

纠纷时，鲍婕会引导双方当事人到火车

车厢连接处进行调解，避免打扰其他

乘客。

　　鲍婕是95后，她年纪虽小，却最擅长

倾听双方的诉求，“我们会先劝对方说，

快过年了，大家迫切归家的心情都能理

解。双方彼此道个歉，过个开心年。一般

这么劝导后，双方冷静下来，纠纷也就调

解好了。”

　　“路向长江上，帆扬细雨时。”鲍婕的

警察梦想源于幼年的一场大雨。那年夏

天暴雨来势汹汹，护城河堤崩塌，无数警

察奔波于救灾工作，帮助全城人度过难

关的身影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种

下了梦想的种子。

　　进入警校后，她经历了多次重要安

保任务，真正理解了这身警服所赋予的

意义。一身警察蓝，让乘客产生信任，愿

意寻求帮助，感受重庆温暖。

　　乘警这个职业虽然很辛苦，但是鲍

婕每调解一次纠纷，提供一次帮助，内心

便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今年春节是鲍

婕第一个不在家的春节。“我父母很理解

支持我的工作，虽然我会觉得有一点遗

憾，但是在这个节日里，能护送一车又一

车的乘客平安回家团圆，我觉得我的工

作特别有意义。”

细心尽责的“她智慧”

　　由于乘务任务，很多坚守岗位的异

乡民警已经多年没和家人共度春节了，

苏叶平就是其中的一位。

　　苏叶平是个东北姑娘，脸上总是挂

着明媚的笑容温暖旅客。2013年，苏叶平

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南政法大学，毕业

后留在了重庆。一转眼，她已在重庆工作

5年，只回过一次哈尔滨。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年最开心的事

情之一，就是能吃到妈妈亲手操持的一

桌饭菜。一个人在重庆的苏叶平很想家，

也想念妈妈做的菜。“我妈做的红烧排

骨，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一闻到那味儿就

知道过年了！”

　　忙完一天的乘务工作，到了晚饭时

间，苏叶平拿出饭盒，里面是妈妈亲手做

的红烧排骨。原来，苏妈妈用快递将家的

味道寄给了她。“拿到快递时，我特惊讶，

特兴奋，心里暖暖的。”苏叶平露出了幸

福的笑容。

　　“想回家过年吗？”“想，其实火车上

的年味也很浓！”苏叶平说。她早已把旅

客当成了家人，看着他们高兴地回家，她

心里也美滋滋的。

　　团队中无法回家过年的还有新婚的

李行。“亲爱的，今天我出乘，很抱歉本来

说好的在家和你一起过新婚的第一个春

节的，但是……只有说声对不起了！辛苦

你了老公！”发完微信，李行重整旗鼓，向

列车走去。

　　除夕，本是家人团圆相聚的日子，但

今年1月才走进婚姻殿堂的李行，由于工

作，在春节能给新婚丈夫的只有思念。除

夕没法一起过，他们便选择在前一天吃

“年夜饭”。两人一起购置年货、贴春联、

做年夜饭……提前一天的团圆宴也无比

温馨。

　　毕业于艺术学院设计系的李行，在

“芳华”女子乘警组品牌创建过程中，结

合自己的专业特长，负责组内相关事物

的设计工作，打造警组特色文化符号，充

分展示团队风采。

“芳华”女子乘警组守护旅客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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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苏亚伟带领警犬执行任务。

  图② 苏亚伟和警犬在一起。

  图③ 苏亚伟正在训犬。 孙赟飞 摄  

  图① 乘警王丹（左）、苏叶平检查列车消防设备。

  图② 乘警苏叶平(中)组织铁路职工进行应急处突培训。

  图为李志勤伏案写工作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