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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

“宁 可 粉 身 碎 骨 ，也 要 把
安全留给群众”

1998 年，20 岁的贺丽远从警校毕业，

进入昆明市公安局工作。不久后，领导找他

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去参加排爆培训，并让

他回去征求家属意见。

当时的贺丽远，并不知道“排爆”具体

做什么，得知培训可以学本领，他满心欢喜

地同意了。

1999 年，贺丽远“遭遇”了人生中第一

个“炸弹”。嫌疑人在柜台上放了一个爆炸

装置。

接警后，贺丽远跟着师傅赶到现场。

“200 米的警戒线以内一个人都没有，

鸦雀无声。寂静里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得

我喘不过气来。我呼吸急促，甚至有想要呕

吐的感觉，最重要的——我第一次能听见

自己这么大声的心跳。”贺丽远回忆。

最终，这枚“炸弹”被认定为假炸弹，虚

惊一场。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跟着师傅出了好

多现场，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为锻炼手指力量，贺丽远一遍遍练习

用筷子夹钢珠。每进入一座建筑物，他总会

下意识地想，“犯罪嫌疑人如果藏炸弹，会

藏在哪儿？”

“ 宁 可 粉 身 碎 骨 ，也 要 把 安 全 留 给 群

众。”贺丽远说，在危难时刻，排爆警察要挺

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生命。

有一年，当地某小区发现一个“特殊”

的爆炸物：1.5 公斤重，放在一个纸袋里，被

摆在楼道口。

贺丽远回忆，“它很特殊，因为它的触

发开关，是水银。水银是有流动性的，这意

味着，只要在处置过程中装置晃动或者偏

一点，就有可能引发爆炸。”

这是一枚贺丽远只在新闻报道中见过

的爆炸装置。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尚无人

工拆除水银爆炸装置的先例。

为保留证据，此次拆除方案，最终选择

人工拆除！由师傅带领贺丽远一起拆除。

拆除过程很艰难，每一分每一秒、每

一个细微动作，都处于最危险边缘⋯⋯

处置成功 了 ！ 此 案 成 为 全 国 首 例 人

工 拆 除 水 银 开关反触动爆炸装置的经典

案例。

“不怕牺牲，迎险而上”，这是记录在

贺丽远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从警 24
年来，贺丽远零差错、零失误、零伤亡执

行涉爆任务 700 余次。他曾荣立个人二等

功 1 次 ，被 评 为 全 国 特 级 优 秀 人 民 警 察 ，

2022 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 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用生命履行铮铮誓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12 时 30 分，云南省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获取重

要线索：一名境外毒贩已将大量毒品从境

外运送入境，急于出售。

时任执法调查队副队长的蔡晓东与战

友经分析研判，立即开展侦查。12 月 4 日，

专案组实施抓捕行动。

在追捕过程中，蔡晓东遭遇毒贩开枪

射击。“有枪！”枪响过后，蔡晓东大喊，立即

掩护紧随其后的战友。腿部中枪后，他一边

英勇还击，一边继续追击。

他 强 忍 疼 痛 ，拼 命 向 前 追 击 10 余 米

后，因伤势过重，瘫倒在地。

身后战友见状开枪还击，急速向蔡晓

东靠拢。战友们对蔡晓东大腿中弹部位紧

急 包 扎 时 ，发 现 他 的 防 弹 衣 上 有 2 处 弹

孔 。战 友 小 左 立 即 脱 下 他 的 防 弹 衣 ，才 发

现 蔡 晓 东 的 右 侧 胸 骨 和 左 腋 下 还 有 2 处

中弹。

在送医途中，蔡晓东壮烈牺牲，生命

定格在 38 岁。

2006 年 6 月 ， 出 身 于 警 察 家 庭 的 蔡

晓 东 大 学 毕 业 后 ， 毅 然 投 笔 从 戎 ， 加 入

了 英 雄 辈 出 的 先 进集体——原云南公安

边防总队。

2017 年 7 月，蔡晓东获悉：有人在境

外 囤 积 了 大 批 毒 品 ， 可 能 要 运 往 境 内 。

经 过 近 3 个 月 的 深 入 排查，最终锁定嫌

疑人。

2017 年 9 月 29 日 23 时，在收网抓捕

过程中，目标车辆突然加大油门试图强行

冲卡，堵截组和抓捕组双管齐下将目标车

辆逼停。车辆还未停稳，蔡晓东就跃出车

外，持枪上前。

“警察！别动！”蔡晓东一边大喊，一

边用枪托砸着车窗。嫌疑车辆加速后退，

试图调头逃窜。蔡晓东迅速跟上，砸碎车

窗伸手拉开车门，另外 2 名侦查员迅速赶

到，控制了犯罪嫌疑人。

清点毒品时，蔡晓东才发现玻璃碎片

还深深扎在手臂上，鲜血直流。

此案查获了冰毒 169.7 公斤，抓获犯罪

嫌疑人 2 名。

蔡晓东特别注重培养缉毒骨干，传授

研判数据、调查取证等技巧。在他手把手的

调教下，一个个侦查员由门外汉成为办案

的行家里手。

蔡晓东牺牲后，战友们含泪帮他总结

了一份工作“成绩单”：15 年来，蔡晓东

参与侦办毒品案件 247 起，参加专项缉毒

行动 358 次，抓获犯罪嫌疑人 249 人，缴

获毒品 1609.56 公斤，培养带领的 32 名民

警立功受奖⋯⋯

蔡晓东曾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

三等功各 1 次。他牺牲后，被追授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他用短暂的一生，

践行了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对党、对祖国、

对人民的铮铮誓言。

唐古拉山上的“天路”守护神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这条“生命线”是由西藏自治区那曲

市安多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管辖的国道

109 线 （青藏公路） 海拔最高的 181 公里

路段。

此路段作为西藏陆路“大动脉”，承

担着 70%的进藏物资和 30%的人员运输，

年均车流量达 130 余万辆。路段平均海拔

4800 米，最低气温零下 40 多摄氏度，年

均 7 级以上大风天数有 200 余天。

安 多 县 交 警 大 队 成 立 于 2004 年 ， 现

有民警 15 名，辅警 13 名，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这个集体曾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 务 员 集 体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集 体 ，

2022 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全国模范

公安单位”称号。

面对高寒缺氧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

安多县交警大队用心、用情做好指挥交通、

维修故障车、铲冰除雪等工作，让国道 109
青藏线这条西藏“生命线 ”“团结线 ”充满

“糌粑香”。

在常年的除雪保通任务中，安多交警

大队在 109 国道安多段交警巡逻点位上竖

起一面面“红色屏障”——临时救助服务

点，为过往群众提供氧气、抗高反药品、

食品等救援物资和紧急救援服务。

安多县交警大队总结以往 109 国道除

雪保通和服务群众工作经验，加强与公路

养护、气象等部门警务协作，相继制定了

《安多县公安局唐古拉山除雪保通服务群

众工作制度》《安多县公安局 人民医院警

医联动机制》 等制度文件。

安多县交警大队在各公路养护部门指

定恶劣天气道路交通预警“吹哨人”，以确

保恶劣天气来临时，能及时出动装载机、除

雪车等大型 机 械 设 备 。与 气 象、通 信 部 门

开 通 恶 劣 天 气 专 人 预 警 渠 道 ，及 时 通 过

“智慧+位置短信推送平台”，向辖区过往

司乘人员预警，引导群众安全出行。

2017 年以来，安多交警大队发布预警

信息 560 余万条，开展除雪保通 160 余次、

铲雪除冰 500 余公里、疏导车辆 5.8 万余台

次、救助被困车辆 2000 余台次。在 109 国道

累计成功救助 1800 余名困难群众，收到群

众寄来的感谢信、锦旗 700 余封（面），被誉

为“唐古拉山上的‘天路’守护神”。

践行高质量法治公安建设之路

“你好，是你报警吗？”在江苏省张家

港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接处警时，

若第一句话这么说，派出所教导员、法制

员 赵 庆 华 一 定 会 语 重 心 长 地 提 醒 对 方 ，

“这句话没有错，但不规范。应该说‘你

好，我是城南派出所民警某某⋯⋯’要先

表明执法者身份！”

在赵庆华眼里，“提高民警执法水平和

质量，苦口婆心、点滴渗透是笨办法，也是

最有效的办法。”

通过这样令人“红脸、出汗”的监督形

式，赵庆华坚持每天对每一起警情处置进

行监督，发现问题就及时提醒。她根据提醒

次数，对执法进行蓝、黄、红“三色”预警。如

达到“红色”，民警的年度考核就要受影响。

近年来，赵庆华总结提炼出的法制员

“八员工作法”在江苏全省推广。张家港

市公安局专门为她成立了一个工作室，通

过典型引领，激发一线法制员当好规范执

法的“守门员”，全面筑起公平正义的法

制防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市公安局创

新执法规范化建设。市公安局每年的第一

次党委会都是专题研究法治工作，第一次

全局性会议都是执法工作会议。

这 个 惯 例 ， 张 家 港 市 公 安 局 已 延 续

20 多年。

“法治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的

核心竞争力，高度重视执法工作更是张家

港公安始终不变的优良传统。”张家港市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钱飞说。

张 家 港 市 公 安 局 法 制 大 队 现 有 民 警

44 名，下设执法监督、行政执法、刑事

执法办案、案件审核 4 个中队。

作为张家港市公安局法治公安建设的

牵头者和规范执法的指导者、监督者，法

制大队紧扣执法办案常用、民警感到棘手

的执法活动，编制警务工作流程，构建执法

标准体系，让教科书式的执法成为民警工

作常态。

常 抓 不 懈 之 下 ，全 局 1621 名 民 警

中，107 人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489 人通过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考试。

张家港公安机关年均接处警 29 万起，

侦办刑事案件超 8000 起，办理行政案件超

3 万起，执法体量远超全省平均水平。

2018 年 ， 法 制 大 队 依 托 执 法 办 案 管

理 中 心 ， 推 出 刑 事 案 件 “ 集 中 办 、 专 业

办、快速办”机制，对符合速裁程序的案

件全部实行速裁。办案流程环节从原来的

12 个精简至 3 个，办案时间减少三分之二

以上。

2021 年 ， 法 制 大 队 创 新 推 出 交 通 违

法“掌上行政速裁”。交警大队民警钱益

明在路面执勤时，将一辆违法车辆拦停。

他打开“掌上行政速裁”App，根据内容

提示展开讯问，随后生成告知笔录，再用

便携式打印机打出，办结违法处理仅用时

15 分钟。“这款 App 可处理 12 类多发违法

行为。”钱益明说。

通过“掌上行政速裁”App，张家港

市公安局平均每起交通违法行政案件 15
分钟内办结，与传统的最快 1 小时办结相

比，办案效率提升 75%。

久久为功中，张家港市公安局执法质

量连年“霸榜”。法制大队先后荣立集体一

等功 1 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3 次，并获评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等称号。

热血铸忠诚“公安楷模”向人民报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注意点！小心我出狱后报复你。”为

一名偏瘫罪犯做针灸时，她曾被恶狠狠恐

吓 ； 只 因 提 醒 患 糖 尿 病 的 罪 犯 饮 食 要 忌

口，她被一个啃过的苹果砸在腿上⋯⋯在

24 年高墙工作中，这些情景对江苏省新

康监狱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四

监区党支部书记、监区长高变来说，早已

司空见惯。

1999 年，24 岁的高变从医学院毕业后

来到江苏省新康监狱（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中心医院）当了一名监狱警察。她具有双重

身份，作为警察，要时刻关注罪犯的所思所

想，进行教育改造；作为医生，她要对病犯

进行日常监管医疗。常年奋战在监区、病区

第一线的高变，先后被授予“江苏省优秀共

产党员”“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司法部双

百政法英模 ”等荣誉称号，2022 年被授予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 他 们 有 时 大 吼 大 叫、在 地 上 撒 泼 打

滚、指着你鼻子骂⋯⋯说实话，面对这些罪

犯，一开始确实会害怕。”高变所在的江苏

省 新 康 监 狱（江 苏 省 监 狱 管 理 局 中 心 医

院），承担着全省监狱艾滋病等传染病犯和

重病、大病罪犯的改造治疗工作。许多艾滋

病犯，尤其是一些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

病犯，往往容易产生怨恨、绝望、狂躁等极

端负面情绪，负责改造、医治他们的监狱民

警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 我 身 上 多 处 溃 烂 ，高 主 任 每 次 查 房

时 ，都 会 细 心 帮 我 换 药 清 洗 。我 是 艾 滋 病

人，可是高主任一点都不嫌弃，我当时真的

很感动。”正在服刑的病犯王欣（化名）感慨

地说。像王欣一样真诚感谢高变警官的病

犯还有很多。无 数 个 深 夜 ，高 变 被 急 诊 电

话 惊 醒 ，她 都 迅 速 赶 来 ，投 入 到 紧 张 的 救

治 中 。高 变 直 言 ，对 待 病 犯 要 走 入 他 们 的

内心世界，才能帮他们身心兼治。

高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工作以

来接触最多的是 30岁以下的年轻病犯。她剖

析说，从犯罪心理学来看，他们生活自理能

力差、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叠加身患重病的

痛苦，使这些年轻人更冲动易怒。

未成年人周灵（化名）给高变留下了深

刻印象。5 年前，周灵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3 年。17 岁的她不仅精神发育迟滞，

还患有艾滋病、心脏病、严重的皮肤病。

入监后，周灵行为怪异，不服管教，有时

整夜用手敲床不睡觉，无故大喊大叫，同

监舍的人都很嫌弃她。

“起初她特别排斥我们，说话时都是

斜着眼看人。”针对周灵的异常行为，高

变 带 队 成 立 专 门 小 组 ， 在 一 次 次 的 接 触

中，细心的高变发现，周灵如果不高兴，

会将手和指甲咬破出血。血液是艾滋病毒

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同监舍的病犯多次

提醒高变警官不要再管周灵了，注意自身

安全。对高变而言，不放弃、不抛弃每个病

犯是监狱警察的职责。

经过与周灵的进一步深入接触，高变

得知，在周灵童年时，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去

世，此后，她经常被姐姐虐待，8 岁起就离

开家，以网吧为家，以偷窃为生，染上了多

种 疾 病 。高 变 意 识 到 ，从 小 无 人 管 教 的 周

灵，缺失家庭教育，内心极度缺乏关爱，高

变想办法走入周灵的内心。

“我和她说，我家孩子和你一样大，你

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说。”高变以一名母

亲的角色，时常关心陪伴周灵。慢慢地，周

灵敞开心扉，高变得知周灵最想念她的爷

爷。经过多方寻找，终于辗转联系上了周灵

的爷爷，与爷爷通上电话的那一刻，周灵开

心得哭了。高变发现，从那以后，周灵的眼

睛里有了光，对她也多了一份信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高变耐心教育感

化下，周灵改掉了很多怪异行为，并开始

阅读书籍，还写信给远方的爷爷。当她第

一次怯生生地喊出“高妈妈”时，高变的

眼 睛 不 禁 湿 润 了 。 如 今 的 周 灵 已 刑 满 出

狱，重回人生正轨。

高变称，做一名监狱警察不仅需要一

颗 强 大 的 内 心 ， 充 满 勇 气 去 克 服 各 种 困

境，还需要不断学习多种知识。在帮助一

名年轻的少数民族病犯李田 （化名） 治疗

时，刚开始听不懂对方说话，高变多次和

她谈话沟通，然后反复听交流音频学习对

方的语言，“现在对方说十句，我至少能

听懂七八句”。

2020 年 年 初 ， 武 汉 疫 情 形 势 严 峻 。

高变带头递交了援鄂请战书，担任江苏监

狱援鄂医疗队副领队、医疗组组长，带领

11 名监狱医护人员“逆行”奔赴武汉。

“我没病，我不要吃药！”一天，高变在

武汉某方舱医院给病人发药时，一名患有

精神病的病人突然情绪失控，大喊大叫。面

对突发情况，高变毫不犹豫地冲上前，迅速

进行安抚和控制，病人的情绪逐渐缓和。汗

水模糊了护目镜，渗透了口罩，同事们为她

竖起了大拇指。

56 个 驰 援 日 夜 ，高 变 写 下 了 27 篇 战

“疫”日记。她说自己也害怕被病毒感染，但

作为警察、医生，疫情面前就是战士，不能退

缩。最终，经过医疗队共同努力，他们负责管

理的病人康复出院，实现了“零感染”。

24 年来，高变始终以改造罪犯成为新

人作为监狱工作的职责使命，一直初心如

磐，无惧风雨。

“这些病犯都违法犯罪了，你为什么还

要不遗余力去拯救他们？”面对质疑声，高

变坦言，要始终以改造人为宗旨，依法依规

让病犯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

常有这样的情景，经过教育改造、刑满

时准备离开监狱的罪犯，突然要求和高变

来个拥抱，这让她心中涌起欣慰之情，“能

帮他们弃恶从善、走向新生，让他们不再危

害社会，成为守法公民，这就是监狱警察的

工作意义所在。”

如今，在高变的带领下，不少青年监狱

警察快速成长，她希望和这支充满朝气的

年轻队伍继续前行、奋进。

监狱女警高变：行走刀锋上 治病医心“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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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丽远，工具箱！”贺丽远缓慢地靠近师傅，
却发现自己的手，抖得连工具箱都打不开。

当天，“炸弹”被顺利拆除。在最终认定这是一
枚假“炸弹”后，贺丽远久久不能从紧张的情绪中
走出来。那一刻，他意识到，危险真的很近！

自此，“排爆警察”这个词的分量，在贺丽远心
中重如泰山。如今，在他看来，“越是艰险越要向
前，因为这是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2023年1月9日，为庆祝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公安部发布了第六期
全国“公安楷模”。

当天，现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防爆安检大队大队长贺丽远的名字，和已牺牲
的缉毒民警蔡晓东、西藏自治区安多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共同进
入“公安楷模”之列。

制图：先藕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