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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有一种人，平时你可能不希望
见到。 但在危难关头，你却总是期
待他们从天而降。 是的，我说的是
警察。

今天，上海警方披露了一组数
据。 今年以来，全市报警类 110警
情同比下降 17%，社会治安持续向
好。 其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
数上升 35.7%， 交通事故亡人数
同比下降 36.6%， 入民宅盗窃案
件破案率达到 97.8%。 与此同时，

上海已经连续 6年保持命案全破
的纪录。

对于一座常住人口超过
2400万的超大城市来说，这一切
殊为不易。“平安”成为上海的金字
招牌， 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一
环，这背后，是全市 5万多公安民

警的辛劳与汗水、流血与牺牲。

这段时间，上海出现零星散发
疫情，一些小区被封闭隔离。 有一
个现象特别有趣：几乎每个被封闭
的小区，都有民警被“关”在里面。

于是，他们自然而然挺身而出，维持
秩序、协调工作、安定民心。 偶尔碰
上没有警察住在里面的小区， 也很
快有民警主动请缨，“逆行”进驻。

这种“无处不在”，其实是上海
警察的常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
人们相信都有体会———

烈日下，他们奋力奔跑疏导交
通；台风天，他们浑身湿透蹚水指
挥；扫黑除恶，他们挥洒汗水奉献
生命；防范诈骗，他们殚精竭虑苦
口婆心；打扒手，抓色狼，他们徒步
丈量申城 770多公里地下轨道；跨
年夜，国庆节，他们搭起人墙用“开
关式过马路”护送汹涌人流……

无处不在的身影，意味着无处

不在的奉献甚至牺牲。 去年 5月
10日，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
议室，扫黑除恶专案研究会正在进
行，副总队长钱海军突然用手捂住
了胸口倒在座位上。 当晚，经医院
全力救治无效，年仅 50岁的钱海
军因公牺牲。

这位被称为上海打击套路贷
“第一人”的“扫黑英雄”，从警 28

年，指挥、参与、指导侦破各类刑事
案件 3100余起，抓获 3万余名犯
罪嫌疑人。 仅在新冠肺炎期间，他
牵头侦破防疫物资诈骗等涉疫案
件就有 140起， 为群众挽回损失
5156万元。

去年，像钱海军这样，全国共
有 315 名民警、165 名辅警因公
牺牲，4941名民警、3886名辅警
因公负伤。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
过，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
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没

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
流血、天天有牺牲。

没有人生来便是英雄，他们也
是普通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

他们也有牢骚，也会吐槽，也会有
“审美疲劳”， 但为何关键时刻，他
们始终义无反顾？

最近，上海有一条新闻，十分
暖心。8月 21日，市民高先生带着
一张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录取通
知书和一面锦旗，来到松江公安分
局中山派出所， 向民警李慧表示感
谢。 原来，今年高考前，高先生的女
儿身份证遗失，焦急万分。 6月 6日
深夜， 小高母亲带着她赶到派出所
向警方求助， 当时已经下班的民警
李慧连夜从家中赶来，开通“夜间综
合窗口”身份证业务，仅用 1小时就
帮助小高成功制作临时身份证，还
鼓励小高放松情绪、从容应考。

这段经历， 对于小高来说，是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转折点。 “那
晚民警耐心、 细致的讲解和工作，

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很大触动，没经
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高先
生说，正是这段经历，让全家下定
决心，支持女儿报考警校，未来也
成为一位出色的人民警察。

全世界，唯有中国，警察两字
前有“人民”二字。 这是荣耀，也是
责任，更是无数人从警的初心。 唯
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
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一周
年的日子。 训词千钧重， 授旗寓意
深。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唯有这样的新时代人
民警察队伍， 才能全心全意为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而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兑现“人民警察为人民”

的庄严承诺。

只因名字有“人民”
潘高峰

这个带病破大案的国安警察，为何爱听《少年》

永远冲锋在保卫国家安全的一线
得知自己罹患白血病后，李诚（化名）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
他销毁了很多与家人的合影，原因竟是为了避免自己真的有一天离开了，亲人会因此

而触景生情。但当要删掉其中一些身着警察制服的照片时，他犹豫了，他舍不得。
“因为工作特殊性，我们穿警服的机会很少，但这一身藏蓝，始终深藏心底。”
李诚是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名警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属于“只听过、没见过”、

出场自带“马赛克”的警种。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警旗并致训词一周
年的日子，记者走近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拼命三郎”，听一听那些关于热爱与忠诚的故事。

努力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上接第 2版）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
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
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下才能实现。我们要通过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件接着一
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呼：

“总书记好！”习近平祝愿乡亲们的

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幸福。

傍晚时分，习近平来到承德市
高新区滨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近年来，该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方式，为

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探索解决
老年人健康医疗、生活照料等问题。

习近平察看信息化平台、适老化改

造等项目，详细询问服务范围、救助

方式等事项。习近平指出，满足老年

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

府的重要责任。要推动养老事业和
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发展普惠型养

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

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把

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

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

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较轻的老
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

中有更多作为。要发挥社区作为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第一道防线作

用，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全面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

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懈心态，毫不放松抓好

疫情防控。

在社区广场上，习近平同社区
群众亲切交流，他指出，在党的领导

下，我国 56个民族、14亿多人和睦
共生。中国共产党人牢记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14 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

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我们就一定
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场

上掌声经久不息。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病魔突然袭来
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时刻。
“确诊后的那段时间，是他意

志最消沉、压力最大的时刻。”李诚
的妻子告诉记者，去年 8月，被确

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时，李诚完
全懵了。

当时，李诚体内的白细胞超标

100 多倍，身体也虚弱疲累，只能
靠吃药控制，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

展。“每天我回家，就看见他一个人

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原来那么能说
会道的一个人，那段时间常常一言

不发。”妻子回忆。
然而，对于一位常年战斗在国

家安全保卫一线的忠诚战士来说，

坚韧不拔是融于血脉的基础品质，
又怎么可能被病魔轻易击倒？

3个月后，当病情初步得到控
制，同事们惊讶地发现，李诚又回

来了。
“医生说，这病并没好，是吃药

才控制住。他却说待在家里无所事
事，去上班心情舒畅，对病情反而

有利。”妻子知道无法改变李诚的
决定，只能支持。

妻子眼中，李诚是一个永远把
党和人民的事业排第一位的人。

“谈恋爱的时候，人家都是白天逛

公园、晚上看电影。他呢，总是忙到

凌晨以后，然后问我睡了没?没睡

的话去通宵茶馆喝杯茶。”
有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世界不

会离开某个人就不转，有必要这么
拼命吗？但在李诚看来，手头的工

作已经跟了很久，而且专业性很
强，换一个人，不一定前功尽弃，但

肯定会有重大影响。正因如此，度

过病魔突袭那一刻的彷徨之后，即
使在病重时刻，他也一直在跟进手

头案件的进度，电话指导办案。

带病连破大案
重返工作岗位后，李诚更是一

心扑在工作上，早出晚归，甚至通

宵达旦。除了每天按时吃药，在同
事眼中，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其实并非如此。
“现在他一回到家，就一下子

瘫坐在沙发上。有时说要帮儿子检

查作业，但没看两分钟，就已经睡

着打起了呼。”妻子告诉记者，李诚
的病全靠药物控制，每顿药的时间

都有严格规定，是医生根据他“要
加班”的情况精心设计的。

比如，晚上的药必须在 10点
吃，吃药前两小时不能进食，也就

是说每天 8点前必须吃好晚饭。但

实际上，忙到 8点都顾不上吃饭对
于李诚来说是常事，为了不影响药

效，他有时只能饿到第二天。
药物控制着病情，也让李诚的

身体更易疲劳。但他始终用意志维
持着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甚至

“绩效更佳”。
李诚是国安局某处的副处长，

算是领导干部。但多年来，每侦破
一起案件，他都始终冲锋在一线。

“他是典型的‘跟我冲’式的领导，
要求我们做到的，他自己首先都会

做到。”同事们说。

今年初，在侦办一起专项案件

时，有几个 GB的材料需要整理和
研判。李诚拖着病体，带领大家从

海量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从白天
到黑夜，再到东方既白。

大海捞针、披沙沥金，最终还

是经验丰富的李诚找到了藏匿其

中的破案关键点。“那一刻，他拍着

桌子大笑，激动得像个孩子。”同事
们回忆。
就这样，重回工作岗位后，李

诚带领大家连破重大案件，不仅获
得嘉奖，还代表专案组在全局进行

经验交流。看着他在台上侃侃而
谈，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敬佩。

不变信仰忠诚
李诚自己知道，相比之前，无

论再怎么努力，总会有些力不从

心。“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国家安全

局从事某领域的特殊工作，的确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创新的基础是传

承，我想尽快带出一批人来，我愿
意倾囊相授。”

李诚不仅带领同事一起钻研

新的技战术“打法”，还自费购买书

籍赠送给同事，甚至还自编了工作
技战术手册，帮大家梳理工作流

程，提高效率。“他常常告诉大家，
你们年轻人有冲劲有闯劲，就是经

验还是缺了点，无论如何，我都会
坚持到你们成长起来。”

国安的前身是党的隐蔽战
线，有着光荣的历史。革命战争年

代，英雄辈出，也牺牲无数。李诚

常常以此激励自己和同事。“虽然
我们不常有机会穿警服，但警察

意识、战斗意识，早已埋在你我心
里。”

李诚有一首最爱听的歌叫《少
年》：“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

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在他看来，一个人最幸福的

事，就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虽然

永远以背影示人，但能够怀着对党
的忠诚之志和从警的光荣之誓，永

远冲锋在保卫国家安全的一线，就
是此生最大的意义。

首席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