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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20年前，2005年6月22日深夜，面对在居民区突然点燃汽
油的纵火者，特警严德海毅然冲入火场，以血肉之躯，阻止了

一场可能发生的大火。群众的生命与财产保住了，严德海却

身负重伤，于当年7月1日壮烈牺牲。
20年后，英烈精神有了更具象的传承——今天，杨浦公安

分局特警支队机动中队被授予“严德海突击队”旗帜。追随父

亲脚步从警的严慈，也在2021年继承了父亲严德海当年的警
号，继续守护一方百姓。

今天，凝视着旗帜上的字样，人们仿佛又见到了那个烈火

中的高大背影。

本报记者 杨洁

一 最后一跃
多年过去了，殷行派出所民警黄俊的前额

还是光秃秃的。并非因为中年谢顶。受损的毛

囊，都是在当年那起事件中，被火燎过的。

2005年6月22日，黄俊作为当时延吉派出

所的巡逻民警，值夜班。晚上10时许，一名老

阿姨匆忙跑来报警：儿子徐某可能受了刺激，把

自己反锁在家，情绪很不稳定；而家里，还有两

桶汽油。黄俊跟着阿姨来到延吉一村，试图在

楼下劝说徐某。谁知，对方十分激动，拒绝沟

通，甚至将母亲的衣物从窗口扔下。感到事态

有些棘手，黄俊向上级作了汇报，很快，派出所

领导、值班特警、严德海，都赶到了现场。

“严德海当时是杨浦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

大队长，我们都叫他严大。”曾经做过特警的黄

俊深知，特警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队里

有事、值班出警，都要打电话告诉严大。那天，

腰伤复发的严德海原本在家休息，但接到电话

后，依然二话不说赶到了延吉一村。

严德海带着特警队员悄悄上了楼，来到徐

某屋外。黄俊拎着灭火器在他们身后的楼梯间

待命。原本，大家希望先安抚住对方，让徐某自

行开门。谁知，门内突然传出东西倒下的声音，

还有液体泼洒的声音。“坏了！坏了！”黄俊心

道。局势突变，一切在瞬间发生。他看到严德

海一脚把门踹开，果断准备强攻。门边的一名

年轻特警正准备进屋，刹那间，严德海一把将他

拉开，高大的身影第一个冲进屋内。

之后的一切，在黄俊记忆中，就好像慢镜头

播放一样，变得十分漫长——火苗已经蹿到屋

外，看不清严大的身影。他上前灭火，但室内很

快发生了爆燃，他与战友被火势逼到6楼。室内

浓烟滚滚，空气灼热，他濒临缺氧。其实，从点

火到灭火只有短短2分钟，但黄俊却感觉过了好

久好久。

等黄俊迷迷糊糊被扶到楼下，再见到严大

时，对方已经躺在了担架上，伤势极重：双目紧

闭，手臂上的皮肤耷拉下一大块，即使失去了意

识，身体也在微微颤抖与痉挛。后来黄俊才知

道，徐某家中两桶汽油有整整40升，是从附近加

油站买回来的。在严德海的英勇阻止下，一桶

汽油仅泼洒出一部分，另一桶汽油原封未动。

因伤势过重，严德海于当年7月1日壮烈牺

牲。他用生命中的最后一跃，保卫了整栋楼里

166名居民的生命与财产，也保住了黄俊与战友

们乃至肇事者徐某的性命。

二 德海其人
那一夜，火场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

只有严德海与徐某知道。但现场的痕迹与周

边居民的证言，让事件脉络变得清晰——

严德海全身烧伤达75%，而徐某奇迹般地

只受了一点轻伤，躯干更是几乎没有被灼

伤。附近居民说，有大火从窗口蹿了出来，透

过火光，隐约能看到有人被扑倒在地。可见，

是严德海在火海中制服了徐某，在某种程度

上，也保护了他。

危急时刻，严德海的英勇行为，是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特警队员、一名公安战士的本

能：突发事件来临时，只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点，没有丝毫犹豫。

事实上，在17年从警生涯中，严德海一

次次选择冲锋在前。“让我来、跟我上”不仅是

他的口头禅，更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围捕

涉黑团伙时，是他第一个破门突入，将主犯压

在身下；处置一起便利店持刀劫持人质案时，

他趁歹徒将刀从右手换到左手的瞬间，一个

鱼跃跳过一米高的柜台，以雷霆之力将对方

制服。“严大曾是摔跤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身

手非常自信。”曾经严德海队里的年轻队员、

如今杨浦公安分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陆敏

说，严大每次冲在第一线，不仅是因为使命在

肩，更是为了保护新警，将危险留给自己。

这个高大威严而细腻可亲的形象，或许

是所有战友的共同回忆。

严德海有个外号叫“严得很”，在训练方

面十分严格，堪称“魔鬼教官”。无论严寒酷

暑，3000米武装越野跑、10000米拉练跑、在

海绵垫上翻滚摔打等，枯燥机械的训练是特

警队的常态。“夏天，头顶太阳继续跑；冬天，

大家练到身子都在冒烟。”曾经当过特警的黄

俊练过，陆敏练过，其他队员也是如此。大家

都说：“以前训练的时候真的挺‘恨’他的。”而

严德海生前总说：“咬咬牙、屏一屏，最后都是

自己的。”后来，在一次次出警实战中，大家才

明白“都是自己的”是什么概念——拔群的身

体素质、坚毅的意志品质，对于特警而言十分

重要。遇到紧急事件，“能拿下”的底气，也正

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尽管“恨”，但队员们仍对严德海心服口

服，因为他总是以身作则。工作时间是8时

半到17时半，而严德海每天7时半就来了，是

队里上班最早的，可下班时间就说不准了。

队员们为严德海算过一笔“时间账”：他值班

和顶替值班的时间加起来，一年就有120多

天，相当于一年里有4个月不在家。

此外，他又有细腻温情的一面，私下相处

时，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爱护着队里的“小朋友”

们。翻开严德海的工作笔记：“与新警开始谈心

工作”“上午送队员去献血，并送他回家”“今日

跑步训练比赛成绩”……寥寥几句，墨迹已淡，

但这些朴实的语言，更让人感到侠骨柔肠。

严大牺牲后，队里的七尺男儿无不痛哭

落泪。

那年夏天酷热难当。但短短几天，自发

前去杨浦分局巡特警大队吊唁严德海的百

姓，达1300多人。

人民记得他，人民感谢他。

三 薪火相传
截至去年，上海公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

的工作满意度，已连续12年实现“双提升”。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安全韧性水平不断提

升，社会治安态势持续向好，这背后，离不开

公安民警的默默守护。

历史惊人地相似。去年下半年，同样有

一人受了刺激，扬言要在居民区纵火；同样是

他母亲报的警。接报后，特警队员、消防队员

迅速抵达现场。这是一栋老式房屋，通道不

大。“特警赶到时，屋内有一个火盆，已经被点

燃了，而犯罪嫌疑人躲进了卧室，现场浓烟滚

滚，能见度非常低。”陆敏说。

但时代已经变了。与20年前似曾相识的

紧急情况，在20年后得到了妥善的处置——

特警队员以撞门锤破门，消防队员进屋灭火，

借助手电筒确认烟雾内的情况，打开门窗通

风，及时控制肇事者……装备更先进、预案更

周全，经过缜密研判后的行动迅如雷电，现场

没有一人受伤。

“出警回来以后，特警队员才发现自己的

脸被熏得‘乌漆墨黑’的。但他们也没多说什

么，脸一抹，简单交流几句又去工作了。”陆敏

说，在很多人眼里惊心动魄的事件，对于特警

而言，可能只是一件平凡日常的小事。

去年夏天，杨浦分局特警支队接到一起

高坠警情：一名老人不小心从7楼窗户坠落，

摔倒在6楼邻居家的晾衣架上。此时，晾衣架

在老人身体的重压下已经变形，如果断裂，后

果不堪设想。赶赴现场处置的特警队员王家

俊没有多想，他矫健地从5楼窗户处翻出，站

在狭窄的窗沿上，单手托举起老人。在7楼

同事的协助下，成功将老人救回房间。

去年9月，中环快速路杨浦段有一辆小轿

车突然靠边停靠，后排一名女子情绪激动，她

打开车门跑至中环高架边沿，扬言要跳桥。

特警支队民警卫云鼎接到指令后，立即驾车

从最近的上匝道驶入。短短几分钟，他在高

架上逆向奔跑1公里赶到现场，成功将女子

一把救下。“这支队伍不能在自己手里走下坡

路。”杨浦分局特警支队每一任支队长都以严

德海精神自勉。英烈精神的强大感召，让这

支队伍拥有无可比拟的荣誉感、使命感。

缜密研判，有条不紊处置突发事件；以一

臂之力抵抗地心引力，托举起一个成年人；逆

向奔跑1公里，及时挽救生命；有时甚至只需

要一个眼神交换，两名队员在一秒内同时采

取行动……

近年来，杨浦特警在上海公安特警实战

大练兵中多次获得团体前三名的佳绩，荣誉

挂满了一整面墙。后辈们的优异表现，如果

严德海能看到，也会感到欣慰吧。

四 信仰接力
传承严德海英烈精神的，不仅有战友，更有

血脉相连的家人。

严德海有一个儿子。他牺牲时，儿子严慈

只有14岁。烈士严德海的故事，已被记述了无

数遍。而父亲严德海的故事，却是严慈的“独家

记忆”。“那天晚上爸爸去延吉一村的事，我有印

象。他腰伤复发，本来在家休息，后来接到电

话，就和妈妈说要出去一趟。”严慈说，父亲深夜

离家是常有的事，当时他也没有多想。没想到，

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儿子面前，严德海很少提工作上的事。

和几乎所有普通父亲一样，他关心着严慈的功

课，唠叨着要好好学习，带他去上兴趣班。唯一

一次“扎台型”，也是在2005年，严德海带回一盘

录像，是新闻媒体拍摄他纵身越过超市柜台，用

身体压制持刀歹徒、解救人质的画面。群众们

赞叹他英勇，家人则心疼他脑袋上磕出的大包，

多少有些嗔怪。

长大后，严慈也决定报考成为一名人民警

察。初入警队，他顶着“烈士严德海之子”的身

份，有过重揭伤疤的伤痛，也承受着众人瞩目的

压力。但多年后的今天，他每天穿上警服，心底

涌现更多的是为民服务的责任感——他想踏踏

实实把居民服务好，不只是“严德海之子”，更要

当一名值得信赖的好警察。

严慈现在是新江湾城派出所责任区队长。

他管理的责任区坐落着19个社区和近百家商

户，有六所中小学校，有湾谷科技园等大型商业

综合体，还有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面积大、人

口多元、业态丰富。

为解决上音实验学校放学期间的拥堵问

题，严慈利用休息时间把附近的支小马路跑了

个遍，再与交警商量，一起开辟了100多个临时

停车位，大大缓解晚高峰时段政和路的拥堵，得

到居民赞誉。作为基层民警，严慈在社区矛盾

化解、安全隐患排查、反诈防线构筑等千头万绪

的“琐碎日常”中，将父亲的精神转化为微社区

服务的点滴实践。为了让居民们有事能找到自

己，严慈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时常与大家沟通到

半夜，只为能将每一起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母亲让严慈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察就好。

而严慈说，他只是想把每一件小事做好，至少要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亲，对得起身上的制服。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尘封十余载的严

德海警号“038229”重启，交到了儿子严慈手里。

从当年重启的警号，到今天飘扬的旗帜，传

承不是简单地怀念过去，而是要把父辈的精神

真正落实到每一次行动中。“其实，不管是破案

执勤还是奔走社区，即使在不同岗位上，大家守

护人民群众的初心都是一致的。”严慈说。

当年那个冲进火场的背影，就是每一名人

民警察心中的信仰灯塔。如今，淬火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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