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特警沈战东，这个名字牵动了
亿万民众的心。截至昨日，他离开我们
已经3天了，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断。

1月30 日是沈战东的生日，0时30
分，刚刚28岁的他，匆匆离开了我们。

晚报特派记者 孙庆辉

一次，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突然抛锚，
时值下班高峰，车流量很大，后边车辆排起了
近一公里的长龙，严重影响了交通。“7·5”事
件的阴影使得公交车里的人们顿时骚动起
来，此时，正在巡逻的沈战东一边安抚群众，
让大家不要惊慌，告诉大家这是正常的车辆
故障，一边疏导交通，并帮忙把车辆推到路
边维修，直至修好，司机师傅和乘客都很感
动。上车前，乘客自觉排队给他和同事鞠躬，
齐声说：“谢谢郑州特警，你们辛苦了！”

还有一次，当他和同事在石油大厦附近巡
逻时，人群中打出了“感谢最可爱的郑州特警”
的大红标语，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

9月份，由于针刺案件的影响，乌市百姓心
头笼罩了一层阴云。沈战东配合当地派出所在
医科大二附院设立了一个安抚点，专门甄别、安
抚针刺受害者。他一天接待几十人，对于每个
人他都做到耐心细致地讲解相关政策，判断针
刺受害者的病情程度，引导患者就医，平复患者
情绪，一天下来，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就是

在这种润物无声的工作方式下，安抚点的接待
量渐渐变少，直到安抚点撤销。

在抓捕“7·5”事件嫌疑人、抓捕各类违法分
子的战斗一线，有他英勇无畏的身影；在“进学
校、进医院、进单位、进社区”的活动中，有他默
默奉献的身影；在站岗执勤、守护驻地的岗位
上，有他挺拔坚毅的身影……他对这样的辛
劳想要怎样的回报呢？同事朱大伟说，沈战东
曾说，听到群众说一声“郑州特警辛苦了”，心里
最舒坦。 线索提供 王浩 董永雷

“人活着就是要体现出其社会价值，具体到
咱特警头上，就是看你巡逻了多少趟、抓了多少
违法犯罪分子、帮助群众做了多少件好事……”
郑州特警何召辉是沈战东生前最要好的朋友
之一，海地地震时，他俩在乌鲁木齐看到遇难
的 8位维和战友的新闻，曾一起讨论生命的价

值是什么。
初到乌鲁木齐，正是 7月流火时节，沈战东

每天穿戴几十斤重的装备，用双脚丈量着这座城
市的大街小巷，用汗水浇灌出这里的社会稳定。

在最初的维稳任务中，他和同事承担的一
项主要工作就是守护辖区一个幼儿园。不论刮

风下雨，一到孩子们出入园的时间，沈战东就和
同事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前，就像一座碉堡一
样，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这一坚守就是两
个月，沈战东同这里的孩子和老师结下了深厚
友谊，孩子们出园回家时，都会跑到他面前，喊一
声：“警察叔叔再见。”这让沈战东非常开心。

2008年6月1日，随着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日
益严重，沈战东和战友们分布在1镇2乡12处执
勤点上，历时13天，巡查行程近1000公里。

6月4日，江油市青莲镇村民许世清误喝农
药生命垂危。沈战东接到求救后，迅速将他送
到 10公里外的江油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使其
脱离生命危险。

6月 10日，唐家山堰塞湖橙色预警。10时
50分，沈战东突然听电台里喊道：“青莲大桥
上有人。”此时，是绝对禁止任何人在桥上停

留的，他顾不上穿救生衣，驱车赶往青莲大
桥。当时，距青莲大桥 200 米处就可以听
到洪水的轰鸣，桥下汹涌的洪水咆哮着呼
啸而过，桥体随时可能垮塌，而桥面上两名
群众正观看水中的漂浮物，洪水掩盖了沈
战东的呼喊，他当即把车停在桥头冒着生
命危险冲到桥中央，强行把两名群众送到
安全地带。

在唐家山堰塞湖守卫战中，他疏散安置灾
区群众 380人次，抢救群众财产 2万余元，发放

救灾物资 200余件，帮助受灾群众清理坍塌房
屋、搭建帐篷……因其突出表现被记“个人三等
功”一次。

在抗震救灾中，沈战东真正体会并明白了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守纪律，特别讲
奉献”的中国特警精神，他以此为豪。

2008年，他和战友赴北京参加奥运安保，
这是这名年轻特警第一次去首都北京，并圆了
他多年的北京梦。遗憾的是，由于勤务紧张，却
一直没能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他一直珍藏着一家河南媒体刊登他集训
时的照片，那家报社的摄影记者捕捉到了他汗
水横飞时的瞬间。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

“臭美”一下：“力量之美，这才叫中国特警。”
从 2008年 3月开始，沈战东多了句口头

禅：“好男儿志在四方！”原因是，2008年3月18
日至 5月 2日，公安部首次全国范围内调动中
国特警跨区域维稳。

当时他驾车 33个小时、历经 1500余公里
行程远赴藏区参加维稳处突任务，带领队员克
服重重困难，以维护藏区社会稳定为工作重
点，开展昼夜巡逻管控、反恐制暴、维护当地社

会治安秩序等工作。他曾 3次配合当地公安、
武警参与执行对闹事者的抓捕任务，并亲自带
领一支战斗小组成功地抓获3名参与打砸抢烧
的犯罪嫌疑人，表现出了过硬的业务素质及对
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随后的“5·12”大地震调动中国特警奔赴
灾区。在战友唐石磊的记忆里，沈战东定格在
这样一个瞬间：脸上挂着微笑，肩上背着黑色
背囊，胸前挎了一只硕大的迷彩背包，系着一
条白毛巾，两只手分别提着一只黑色提包。

在布满他全身的这 4个包里，整整塞下了
两箱火腿肠、一箱午餐肉、一箱矿泉水，以及一

箱药品、纱布等物品，背负着这些物资，徒步30
余公里，耗时近5个小时赶赴震中汶川，只想为
那里的百姓送去救命物资。

2008年 5月 12日至 17日，汶川漩口镇断
水、断电，受灾群众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5个不
眠之夜。鉴于这种情况，沈战东和 7名队员徒
步返回都江堰，把发电机绑在钢钎上，爬陡坡、
踏乱石、翻山越岭，跨过一条条裂缝，冒着不断
的余震，用了一整天时间走了 60多里山路，硬
是把 200多斤重的发电机抬到了漩口镇，并迅
速在废墟上架起 3米多高的临时线杆，扯上电
线，挂上灯泡。

“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
刚刚结束见习期时，他成功处

置一起绑架人质案件
沈战东,1982年 1月 30日出生，2005年 10

月参加公安工作，成为一名特警，和多数警察
一样，入警第一年为实习期。

“别看战东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训练的
刻苦精神非一般人能比。”曾是全国散打冠军、
现为郑州特警的王振虎是沈战东的“师傅”。他
说：“沈战东拉体能，400米一圈的限时冲刺，一
天能冲三四十圈；练拳法，能生生将自己的拳头
磨出一层硬茧；习腿法，不仅将铁床上的脚靶打
坏十几个，铁柱子都被打得歪曲变了形……”

2006年12月13日，因其表现优异，刚刚结
束见习期的沈战东就被派去处置了一起绑架
人质案件，这一天是他特警生涯的真正开始。

“我从嫌疑人藏匿房间的厕所窗口悄悄潜
入，搜索房间时，看到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我立
即示意战友，他一把掀开床柜撤到一旁，我迅速上
前踩住里面藏匿的嫌疑人，拔枪抵住了他的脑
袋。此时，嫌疑人手里的枪应声落地，后来才知
道，子弹已经上了膛……”这是沈战东当时在郑
州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时的一段录音，也是他入
警后参与的第一次任务，漂亮的处置，被战友
们称为“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

从此以后，每次重特大案件或者行动，总
少不了沈战东的身影。

“劳累过度，猝死”
白天还参加巡逻勤务的他再也

醒不来了
突然，太突然了。在驻地备勤室里，同他一起

出生入死的特警战友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用
力摇晃他的躯体，拼命揉搓他冰冷的手脚心，拍打
他渐渐冰冷的面庞，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谁都不敢想象，白天还参加巡逻勤务的他
再也醒不来了，一次次参加急难危险任务都毫
发无损的好兄弟再也无法唤醒。

而就在一个月前，沈战东的指导员吴跃新在
战东的婚礼上还赞佩地说：“沈战东是一名优秀的
中国特警，他曾入危室救人质，上雪山擒‘藏独’，
进汶川救灾，赴北京保奥运，去新疆保安宁！”

本报讯 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获悉，2月2日上午，英雄
沈战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隆
重举行。2月3日下午1时左右，沈战东同志的骨灰将在战友

和家人的护送下抵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据警方负责人介绍，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将在新郑国际

机场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随后，灵车将沿机场高速公路行至

郑汴路特巡警支队门前，再沿郑汴路、未来路、航海路、嵩山南
路、陵园路一路前行，最后到达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省会各
界将举行隆重的骨灰存放及悼念仪式。 晚报特派记者 孙庆辉

“好男儿志在四方” 曾远赴藏区参加维稳处突任务，奔赴四川救灾

“个人三等功” 在唐家山堰塞湖，他疏散安置群众380人次

“郑州特警辛苦了” 听到群众说这句话，心里最舒坦

战友，明天我们去机场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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