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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恽知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是隐形的守护

者，是黑暗中的一束光。” ———《便衣警察》  

一

　　那是一个寻常的夜晚。元旦刚过，大街上人来人

往，每个人的脸上仍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店铺里商家

的促销声依然此起彼伏。我们也像往常一样，全副武

装在大街小巷巡逻。

　　“各巡逻小组注意，一名男子持械抢劫了16条金

项链，请立即开展盘查……”

　　这年头还有抢劫金店的？我一时有些错愕，但疑

惑很快就转化为兴奋，仿佛等待了很久的目标人物

终于出现。前方的指挥中心又传来消息：犯罪嫌疑人

在得手后骑了一辆共享单车一路向西骑行。

　　“别慌，大家分组徒步排摸，切记不要放过任何

一个细节，有情况立即汇报！”五大队大队长赵华在

电台里发出指令。我们沿路仔细搜索排摸，在一处共

享单车还车点发现了一只口罩，通过与微信群里的

监控截图仔细比对，发现这只口罩与犯罪嫌疑人所

戴的口罩一模一样，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赵队提

醒：“口罩不要用手拿，注意做好证据提取！”

　　“还车点车辆排放整齐吗？”

　　“还算整齐。”

　　“口罩附近的车辆排放整齐吗？”

　　“离口罩最近的一辆车停放比较突出。”

　　“干得漂亮，先查它！”赵队立即联系单车公司倒

查犯罪嫌疑人骑行路线。果然，停放突出的单车轨迹

异常，骑主正是抢劫嫌疑人陈某。

　　“第二组请注意，第二组请注意，即刻出发补位

倒追，反复核实，务必胆大心细！”电台里传来赵队沉

着低哑的声音，第二组警力与后台支撑同频配合，对

犯罪嫌疑人陈某身份进一步研判，反复验证了整整5

遍，断定陈某为本案犯罪嫌疑人。

　　“第三组，现在立即出发抓捕犯罪嫌疑人！”

　　案发3小时后，犯罪嫌疑人陈某被早已守株待兔

的我们抓获。

二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江南平原的气温一下骤降

到了零下6℃。

　　凌晨3点，一对中年夫妇焦急万分地向我们求

助：“警察同志，我爸爸下午跟我们赌气离家出走，至

今还没有回家，我们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

　　这么冷的天，老人能去哪里呢？接到求助，值班

领导董队出动了整整两组警力与时间赛跑。

　　老人家住农村，阡陌纵横，我们在村前屋后找了

几遍都没有发现。更困难的是，野外一片漆黑，路面

几乎没有监控设施，茫茫村野，哪里去找呢？“别慌，

我们分组把村上所有人家门口监控调出来，老人不

会避着监控走，总会有线索的。”董队坚定地说。

　　刻不容缓。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调阅所有

可以找到的监控，通过对零星身影和地理位置的摸

排，我们大胆推测老人可能乘坐当天第一班公交车

离开了村庄。

　　随后我们赶到公

交中转站，当值的工作人员随口一

问：“你们是来抓人的吗？”

　　“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这些都是你们的人？”当时我们乌压压十几个

人风尘仆仆，直接挤满了整个办公室。他诧异地起身

说道：“哎哟，我从来没有见过为了找一个人，来了这

么多警察？你们可真厉害！”说完，他指引我们来到了

候车亭，一边走一边说：“刚才有个老人在这里等车，

很像你们要找的那个人。”然而，候车亭已空无一人。

　　此时，天已经亮了，值班人员告诉我们第一班公

交车刚发出不久，老人很可能还在公交车上。事不宜

迟，我们立即驱车追赶，很快找到了第一班公交，发

现了坐在车尾的老人。

　　当我们把老人移交给家属时，他们当场相拥大哭。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我们掌握了一起案件中

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脚地。那是一幢高层居民

楼，我和大刘先上楼常规踩点，电梯门开时，猝不及

防，我们与犯罪嫌疑人直接打了个照面。电光石火

间，惊诧、尴尬、迷茫、冷静……各种情绪喷涌而来。

虽然我们面如常色，但内心早已波涛汹涌，我们默契

而自然地转身背对着犯罪嫌疑人。

　　要不要现在抓？怎么抓？我俩体型都比他们魁

梧，一对一不是问题，机不可失，抓抓抓。我感觉脑子

热热的，浑身充满干劲，习惯性地瞥向大刘，只待他

默契地朝我眨眼。然而，他却蹙眉紧闭双眼，微微地

摇摇头，我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他却始终没松口。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下楼后很快分开行动。我们

先紧盯其中一个不放并合力将其擒获，但另一个犯

罪嫌疑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3天后，我们经过调阅监控发现另一名嫌疑人躲

藏在一幢废弃的大楼内，轻而易举将其缉拿归案。

　　因为这件事我对大刘颇有微词。他知道我的心

结，专程找到我说，他当时不是不想抓，可是当时电

梯里除了我们还有另外一名群众，在这种狭小的空

间里行动不便，他不能也不敢贸然行动，他不仅要确

保兄弟的安危，更要顾及普通群众的安全。

　　“甘作微光照归途，惟愿世间皆安宁”。也许我们

找的人办的事不是什么惊天大案，但却与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他们感谢的泪水、灿烂的笑容都是我们前

行的动力。哪里有需要，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我

们的使命和担当永不停歇！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漫画/高岳

□ 潘生富

　　

　　一个秋日的下午，张广浩收到了一条微信，“我父

亲走了，走得很安详，谢谢您让他叶落归根。”发微信的

人是远在陕西的老乌。

　　得到这个消息，张广浩觉得心中放下一个挂念，也

有一丝暖意升起。

　　这事儿还得从2019年7月说起。张广浩到海岗村走

访民情。有村民对他说，有个自称在村里落脚20年的流

浪老人袁振武，近日突发疾病，有轻生的倾向。

　　跟随村民的指引，张广浩来到一间破旧的土坯

房，推开虚掩木门，满面病容的老人趴在土炕上。面

对张广浩亲切的问候，老人神情木然，漠然以对。这

给大学毕业上班不到一年的新兵张广浩出了个难

题，显然老爷爷不想让他管，可他又不能不管。怎样

才能打开老爷爷的心扉？张广浩转身出去，在就近的

小卖部，自己掏钱买了300元的米面油和面包牛奶，放

在了老人炕头。

　　这一回，老爷爷的神情有些松动，终于开口说“谢

谢，谢谢，给你添麻烦了”。然而，当张广浩问到他的来

历，老爷爷吞吞吐吐地说他的老家在陕西乾县，就不往

下说了。

　　回到派出所后，张广浩立刻打开电脑，通过各类应

用平台查询袁振武，却查无此人。莫非他是犯事逃匿？

张广浩又打开网上追逃平台查询，并无相关案底。

　　夜深了，张广浩还在苦苦思索。这一回，他开始逆

向思考，既然是离家20年的人，户籍平台上查询不到，

何不查询失踪人口呢？想到这儿，他再次联系乾县警

方，仍未查询到袁振武的信息。但乾县警方说，辖区20

年前有个姓乌的失踪人员与袁振武的信息高度吻合，

并将他子女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张广浩。

　　张广浩立刻联系，传过去老人的照片，对方基本确

认，就是离家20年的父亲。原来，老人在1999年把家里的

钱全拿出来做生意，赔了个精光，害怕家中妻儿老小的

抱怨和村邻的耻笑，生性倔强的他不肯原谅自己，就此

离家出走，又怕家人寻找，故意改名换姓了。

　　老人这20年的境遇令两地民警唏嘘不已，在他们

的共同努力下，5个子女从陕西老家赶到海岗村与老人

相认。相认的那一刻，老人与子女抱头痛哭。20年的离

别愁苦在团圆的欣喜泪水中释然了。一家人幸福的不

知所以，扑通一声跪倒在张广浩的面前，张广浩惊呼：

哎呀，使不得！赶紧上前把这一家人搀扶起来。老人就

要跟上子女回老家了，他们忘不了的是这个费尽周折

让他们一家团圆的民警娃娃，专门绣了一面“一心一意

为人民”的锦旗，送到派出所。

　　张广浩接过锦旗说，“不用谢，乡亲们的事就是我

们的事”。这话听了就让人舒心，只有把乡亲们当成亲

人，做事才能这样贴心。

　　村里有一个17岁的男孩，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因病

去世，跟着爷爷奶奶依靠政府低保生活的他，情绪低

落。张广浩放心不下，买了米面油，送到男孩家中，还给

男孩的奶奶放下了500元钱，鼓励男孩好好读书。感动得

老奶奶直抹眼泪。

　　隆盛合镇是磴口县的一个大乡，有96个自然村，户

籍人口17451人。派出所的5名民辅警每天都是睡醒一睁

眼就要一直忙到熄灯。有天刚熄灯睡下，听到了妇女尖

锐的哭声划破了夜空，赶紧起来，原来是她的智障小孩

走失了，张广浩赶快连夜寻找。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张广浩把他火红的青

春献给了乡村，献给了乡亲们。最近，他走上了副所长

的岗位，还被市县两级公安局评为“最美之星”，生活没

有辜负他的奋斗。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公安局）

□ 殷选择

　　

　　陈警官本名陈都胤，想当初他还是新警的时候，

第一天到少数民族乡派出所上班。半夜里，一个寨子

的群众把一辆货车及司机给围了起来，群情激愤，即

将上演全武行。接到报警时，所长正在偏远山村处

警，教导员和副所长头天值班24小时，轮休回了市里

的家。

　　作为所里唯一的民警，陈警官立即带领两名辅警

前往现场。原来，在当地承包土地养殖山羊的老板经

营失败，连村民们的土地流转租金都不想给了。老板

自己没来，指使司机开了一辆货车把存栏的200只山

羊装车，想趁着夜色悄悄拉走，不料被群众发现，控

制起来。

　　年轻的陈警官哪里见过这个阵仗，立即电话报告

所长。所长担心新警办事不周，只说先稳住，等他那边

的事情结束后，就直接过来处理。

　　陈警官传下所长要求：所有人都不要离开，车不准

走，羊不准走，司机也不准走，等待。

　　寒冬腊月，冷得不行，于是陈警官协调村民组长帮

忙，在他家烧起一堆柴火。大家就这样烤着火，直到所

长赶来解决了问题。

　　这件事对陈警官的触动特别大，自此以后，他用了

6年时间学习实践矛盾纠纷调解，不忙的时候就去社区

和村里转转，与群众摆“龙门阵”。

　　陈警官后来被抽调到市局专案组。有起案件需要

到犯罪嫌疑人家中搜查。传言其母亲性格极端，贸然前

去搜查，恐怕不会太顺利。其他民警都有些畏难情绪，

长期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陈警官自告奋勇。

　　揣着搜查令，带着几个弟兄，一路上陈警官都在预

判面对犯罪嫌疑人母亲时的各种突发状况。比如持刀

对抗、自伤自残、耍横辱骂警务人员、点火烧房子……

　　这样想着想着，就到了犯罪嫌疑人家中。犯罪嫌疑

人的母亲竟然热情地邀请陈警官一行进屋喝茶，直言

她的儿子不学好，早就该让法律收拾收拾了、让国家管

教管教。随后，把她儿子的房间指给陈警官一行，请他

们随便搜查。

　　完成任务回到专案组，战友们都围上来追问陈警

官情况怎么样、顺不顺利，有没有受到阻挠……

　　再后来，陈警官被安排到治安大队案件中队长岗

位上。一起案件需要赴邻县的一个偏远村子找人取证，

据说那名证人患有精神障碍疾病，找他取证得打问号。

在案件讨论会上，其他人怕白跑一趟无功而返，一时沉

默。只有陈警官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无论什么情

况，总要有人走一趟。

　　于是，领导满面笑容地说：“小陈，这个调查取证的

事，就辛苦你了。”

　　到了目的地，陈警官很快找到了那名证人。证人详

细介绍了当时他所看见的案发现场，细致、生动，逻辑

思维很清晰，根本不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表达。

　　末了，证人领着陈警官一行走进村小学，陈警官不

禁问去小学做什么，对方说自己是村小学的老师，请大

家先到办公室喝杯茶稍事休息，等放学了再一起到家

里吃饭……

　　这两件事，都让陈警官记忆犹新，深有体会。他说

当警察也得学学小马过河，不能尽听松鼠说的河水深，

也不能尽听老牛说的河水浅，大小案件、矛盾纠纷、警

情处置，都得亲自去看一看、问一问、办一办，就能一目

了然。

　　如今，已经担任副所长的陈警官，依然用他的亲历

亲为，总结出类似中医把脉问诊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作者单位：贵州省黔西南州公安局）

陈警官历练记

最美之星

□ 仲明珠

　　

　　张家兄弟姊妹4人，从小到大和睦相处。大姐三姐

都嫁到外地；二姐大学毕业后也留在外地工作；四弟

一家和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在老家生活。

　　那年秋，父亲突发疾病，抢救后生命无大碍但半

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年岁已大，照顾父亲的饮

食起居一下子就落在了老四身上。吃喝还好，母亲可

以搭把手，大小便就得专人伺候。尤其是夜晚，弄的老

四一宿都睡不好个囫囵觉。

　　老四媳妇见老公照顾父亲，有时自己家的事都顾

不过来，不满情绪就上来了。在老公面前撺掇：“爸这

身体一时半会的也恢复不好，以后日子长着呢，他又

不是只养你一人，还有3个女儿呢，总不能只用你一人

伺候吧，要不就轮流照顾。”

　　老四觉得媳妇说得有理，但面露难色，说：“爸的

退休金都给我们了，哪好意思张嘴呢？”

　　眼瞅着日历一天天翻过，父亲的身体依旧。老四

媳妇有些急了，天天催着老公：“我是儿媳，说多了费

口舌不说，好像是挑拨你们兄弟姊妹不和。你张不开

口，就让妈去和3个姐姐说。”

　　待晚饭时分，没等老四开口，母亲就说：“你3个姐

姐嫁得远，不能常回来照顾父亲。她们商量说每人每

月拿出1000元补贴给你们，你两口子同意吗？”

　　老四媳妇本以为姐姐们对这件事装作看不见，谁

知她们已经商议好了。她顺水推舟地说：“谢谢3个姐

姐有这样的心思，那我们就听姐姐们的安排吧。”

　　父亲去世后，单位发了6万抚恤金。待忙完父亲

的后事，母亲把姐弟4个叫到一起说，关于你们父亲

的抚恤金分配，我每月都有退休金，我不分了，你们

4个分吧。姐姐们有的说老四照顾父亲贡献最大，全

部给他，有的说，老母亲也得有，老四和媳妇也推让

说，姐姐们回来时也都忙前忙后，每月还都为我照

顾父亲提供经济帮助，大家都有继承的权利，这钱

不该归我一人所有。

　　母亲说，你们相互理解相互推让，手足亲情花多

少钱也买不来的，我很欣慰。但老话说亲兄弟明算账，

情要讲，账也要算清楚。这6万元，我和3个姐姐每人1

万，剩下的两万给老四，就这么定了。

　　大姐说可以，我先拿着，以后家里有需要用钱的

时候，身为长姐，我会及时拿出来的。二姐三姐也纷纷

认同。就这样，一家人和和气气又合情合理地分配了6

万元。既没伤感情，也没为以后留下一笔糊涂账。

　　

　　（作者单位：天津唯睿律师事务所）

　　天地轮回，周而复始

　　人间万物再迎新岁

　　前行的脚步

　　或春风得意，或满身沧桑

　　或任重道远，或步履铿锵

　　都是追梦路上新一季

　　

　　无论经历过多少风雨迷茫

　　依然像一颗种子

　　蓄力破土 奋发新生

　　在春天的舞台上绽放

　　哪怕青春不再

　　也要光彩照人

　　散发不一样的光芒

　　

　　站在新的起点

　　以自己的姿态出发

　　光阴汇成岁月

　　看吧

　　春风所到之处翻开新篇

　　必将引爆一个壮丽的春天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公

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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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德荣

　　

　　这是一种别具一

格的植物，皱缩卷曲的

叶面呈鲜嫩的紫色，或

者面青背紫，或者两面

绿色，摆在众多蔬菜

中，也可以一眼认得出

来。尤其是它散发着特

异的芳香气息，既可入

药也可配菜，让人迷恋

和喜爱。

　　它的名字也很特

别，人们都叫它紫苏，

还有桂荏、白苏、赤苏

等好听的别名。在我的

印象中，紫苏和螺蛳是

绝配，紫苏炒螺是有名

的南方地方小吃。人们

在市场上买了螺蛳，是

一定要顺手带一把鲜

嫩的紫苏回去的。新鲜紫苏叶与螺蛳在

油锅中翻炒之后，便成为一道散发着独

特香味的佐餐佳品，在普通人家的饭桌

上受到一致的喜爱和好评，这是十分难

得的境遇了。

　　紫苏作为一种可吃的植物，它其实

并不能直接用来做菜，却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佐料的角色。做鱼如果加入了紫苏，

鱼的味道便更加美味可口。上了热锅的

土鸡，一旦加入了紫苏，鸡的味道会更加

妙不可言。那些操持家务的女人们，会在

花香四溢的春天将紫苏采摘晒干。如此，

一年四季都能享受到紫苏的美味和芳

香，一家子的生活，也就显出厚实和丰足

的成色来。

　　关于紫苏，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

说在九九重阳节的时候，华佗带着徒弟

去一个酒铺里喝酒，看见几个少年在比

赛吃螃蟹，华佗觉得螃蟹性寒，吃多了

可能会生病，便劝他们少吃，那些少年

根本听不进去，还出言讽刺。妙手仁心

的华佗虽然很生气，但他还是极力劝阻

掌柜的不要再把螃蟹卖给少年，可是掌

柜的不听华佗的话。很快，那些吃了太

多螃蟹的少年突然都捂着肚子叫疼，看

他们的样子，简直疼得要死。华佗赶紧

表明了自己大夫的身份，告诉那群少年

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并交待徒弟马上去

附近挖些紫叶草给他们吃。那些少年喝

了紫叶草煮的水，肚子很快就不疼了。

少年们十分感激华佗，到处宣传华佗的

医术如何高明。此后，华佗有意识地把

紫叶草制成药丸给人治病。因为这种紫

叶草吃到肚子里很舒服，华佗就给它起

名叫“紫舒”，后来就演变成紫苏。紫苏

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古人们早就将紫苏当药使用

了。紫苏叶、梗、果均可入药，这在明代医

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记载。

紫苏在我国种植应用有近2000年的历

史，无论中药用、油用、香料、食用等方

面，都显示出了这种小小植物的独特价

值。近些年来，科学发现紫苏具备特有的

活性物质和营养成分，由此成为一种备

受世界关注的多用途植物，俄罗斯、日

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对紫苏属植

物进行了大量的商业性栽种，开发出了

食用油、药品、腌渍品、化妆品等几十种

紫苏产品。

　　“门迳风轻飞野马，亭台火尽及池

鱼。海棠花下生青杞，石竹丛边出紫苏”，

这是宋代诗人汪元量的一首诗。闻着紫

苏的淡淡香味，走动在和风暖阳的季节，

自然是有福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

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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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鲁建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眺望，

　　四十载法治宣传的征程，熠熠生光。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

　　从未磨灭那追求正义的渴望。

　　

　　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

　　法治宣传的号角就已嘹亮吹响。

　　走过大街小巷，深入千家万户，

　　法律的知识如繁星点点，照亮人们的心房。

　　

　　多少个日夜，普法工作者们不辞辛劳，

　　用热忱与智慧，编织法治的网。

　　条文在他们口中化作温暖的关怀，

　　案例在讲述中成为警示的钟响。

　　

　　校园里，孩子们聆听法治的教诲，

　　心中种下公平正义的苗秧。

　　社区中，居民们讨论法律的意义，

　　生活有了规范和保障。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法治宣传也未曾遗忘。

　　田间地头，普法人员耐心讲解，

　　让农民兄弟明白权益与规章。

　　农村法治建设稳步推进，

　　依法治理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法守法用法，

　　引领着法治建设的方向。

　　他们以法治思维决策，以法律规范行政，

　　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公民的法律素质在宣传中逐步提高，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行为的导向。

　　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共同构建法治社会的脊梁。

　　

　　全社会形成尊法崇法的风尚，

　　企业依法经营，行业自律自强。

　　法治成为社会运行的准则，

　　稳定与繁荣得以久长。

　　

　　媒体的风，舞动法治文化的旗，

　　把法治信仰，吹进心底。

　　文字如星，语音如幻，画面似梦，

　　在潜移默化中播种，

　　她是心灵的灯塔，

　　引领方向，

　　让我们在法治海洋中不断提高素养。

　　

　　昨日的阳光，洒在法治的路上，

　　那是一场神圣的远航。

　　执法者，如坚毅的航标，

　　谁执法谁普法，

　　使命与担当的使然。

　　普法责任制，

　　是奋勇前行的船桨，

　　推动法治之舟，

　　破浪远航，

　　各部门协调一致，

　　为法治天空，

　　绘出绚丽风光。

　　

　　四十年来，法治宣传不断成长，

　　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懵懂走向刚强。

　　它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是文明发展的保障。

法治宣传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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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戒毒人民警察书法、绘画、

摄影作品展绘画入选作品

做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