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1日，郑州市副市长、公安
局长黄保卫赶赴乌鲁木齐。

“得知年仅 28 岁的战友去世，
我很悲痛，很痛苦，毕竟我们曾经一
起去过青海处突、去汶川抗震救灾，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影都铭记在我的
心里。”黄保卫告诉记者。

31日深夜，黄保卫特地从特警
驻地按照程序领取了枪支。他在五
星路与正在巡逻值勤的沈战东生前
的副大队长赵伟会合，从五星路走
到红山路，沿着沈战东曾经巡逻的
路线从凌晨0时开始走了一个多小
时，走了几公里。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希望我以
一名民警的身份，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寄托对亡者的哀思。”黄保卫说，

“我们已经向郑州1.4万余名民警发
出号召，向沈战东同志学习。”

晚报特派记者 孙庆辉

其实，沈战东同志刚入警时，身材单薄，训
练成绩并不理想，但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服输
的韧劲。为了熟练掌握射击要领，取得好成绩，
他不厌其烦请教有经验的队友，利用休息时间
加班训练。

他曾在自动步枪管上绑一根1米多长的杆
子，挂上3公斤多重的砖头，一练就是1个小时，
别人能负重端枪瞄准3分钟时间，他能坚持到5
分钟，最终练成了“神枪手”，并多次参加上级比
赛和单位考核，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了支队的射
击教练。

2008年 3月，沈战东同志由于警务技能全

面过硬，他和另一名队友被支队在近千名特巡
警队员中确定为机降队员，参加公安部在南京
组织的全国特警系统机降队员培训。他患有
恐高症，就用背包带把自己固定在攀登塔的护
栏上练胆量，硬是克服了不能空中作业的障
碍。为了练习空中平衡，他用一根绳子吊着一
把椅子系在攀登塔上，自己坐在椅子上练习，
还让别人帮助晃动椅子，增大训练难度。在南
京集训期间，他和战友刻苦训练，利用休息时
间偷偷到机场进行倒挂训练，18天的集训，他
们两个加班训练了 15次，最终取得了优异成
绩，公安部聘请的香港教练仅把他俩评为优秀

学员，直接推荐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全国机降警
务技能比赛。

沈战东所带班的特警赵孟浩回忆说，他带
队伍就两句话，第一句是：“向我看齐”,第二句
是：“跟我上”。他会趁大家休息的时间一个人
在健身房刻苦训练，在他的带领下，十二班的各
项成绩都名列前茅。

在生活中，沈战东十分关心自己的队
员，总是每天第一个赶到单位，提前把卫生
打扫好，内务整理完；下班时最后一个走，看
看每一间房子的灯是不是关了，东西是不是
放好了。

可是，这位正值英年、阳光、以队为家的钢
铁男儿，生前感觉最愧疚的就是他的亲人。

在沈战东的备勤室里，整整齐齐排着三个
军用大包，里面装着他的遗物，一个里面是他的
警服，叠得整整齐齐；一个里面是他的便装，也
是叠得整整齐齐；另外一个里面装着他的“爱
好”：乒乓球拍、球鞋等。其中，还有一副“红双
喜”的新拍，那是 2010年 1月 16日参加公安部
组织的乒乓球赛赢得的奖品，在 31个特警队
里，他赢得了个人第五名。

战东的父亲是一名庄稼汉，在他的心里战
东是个争气的孩子。1月 30日凌晨 5点，当郑

州市特警支队民警赶到他家告诉他战东牺牲的
消息后，他一下子瘫倒在两个民警身上了。根
据安排，他与老伴赶紧收拾行李，胡乱带了两件
厚衣服，在拿身份证时，心里一慌，把钥匙弄断
在了抽屉的锁眼里，还是特警队员把抽屉撬开，
才取出了证件。

“我们家很穷，战东从小就很争气，八九岁
就跟我下地干活，像个小大人一样，用镰刀割麦
子，手上磨泡也不吭声，邻居们都说，这孩子能
吃苦，长大后能成大事儿。”

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开始在马路边上捡塑
料袋、铁丝等废品，捡一星期后，就卖个一两块

钱，买铅笔、写字本。
战东家附近经常有考古队工作，上初中后，

每年暑假，他都到考古队打零工，初二那年暑
假，15岁的他承包了一个大墓的挖土工作，一
个人干两人的活，一个假期挣了200多块钱，交
了学费后还有剩余。

战东很聪明，反应也快，上小学三年级时，
村里的一个文化人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战东
马上叫出了答案，其他几个孩子还不知道为啥
是这个答案。令父亲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太贪
玩，回家从不写作业，考试开始前也不好好复
习，学习成绩一直在三五名左右徘徊。

“俺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孝顺。”战东
的母亲说，他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总是先斩后
奏，到了才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里也尽量把事情
说得很简单，有时候先给妹妹打电话，让他妹妹
做通父母的工作后，才说明情况。他在汶川地
震救灾前线，家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还
说在郑州。“我心里透亮，我身体不太好，孩子是

怕我担心。”当我们了解到他到汶川后，心都提
到了嗓子眼，他在电话那头还说说笑笑说没事
儿，已经安全了，可电视上一直在报道那吓人的
余震，谁信他的话啊？

战东每次从外地回来，给家里的每一个
人都会带礼物。从西藏回来时，他给他爸带
藏药，给我和他岳母带牛角梳，给他妹妹带

好玩的东西，全家上下老老少少都考虑得很
周全。

由于工作忙，他即使在郑州，回家的次数也
不多，但每次回家，他都会和已经 90多岁的奶
奶唠嗑，给她梳梳头、洗洗脚。“战东就是他奶奶
的心头肉，现在战东走了，我们还没敢给老人家
说这个事儿，怕她受不了。”

在妻子王晖的概念里，沈战东的离开
仍然像梦一样。2月 1日，她仍在给老公发
短信：“老公，你还在睡觉吗？我来新疆了，
你不是说带我去玩吗？我等你醒了带我出
去玩呢，我等你老公，你说话要算数啊，我
等你。”

沈战东的妻子王晖是一名转业军人，
2009 年 12 月 6 日，两人才结婚。1 月 30 日
凌晨 2 点多，她接到郑州市特警支队吕副
支队长的电话，说有事儿到家里去找她商
量，就感觉到情况不妙，马上给沈战东打电
话，已经没人接听了。当吕副支队长当面
告诉她噩耗后，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不接受”。

经人介绍，2006年，沈战东与和他同岁
的姑娘王晖恋爱了。定在 2008年农历四月
十六结婚，一入四月，亲朋好友两家人都通知
了个遍。四月初八，汶川大地震发生了，沈战
东奉命前往汶川，婚期被迫推迟。

从汶川回来后，2008年8月8日，两人领
了结婚证，并再次定好婚期：2008年 10月 29
日，因奥运安保，战东回到郑州已经是 10月
中旬了，结婚的一切都没有准备，两人一商
量，结婚是人生大事儿，不能凑合，决定再次
推迟婚期。“我们家人都动摇了，纷纷劝我放
弃他，说结个婚都这样，以后跟着他能过什么
样的安稳日子啊。我不同意。”

2009年 10月 10日，是他们选定的第三
次结婚日期。不料，10月8日，郑州市特警支
队的一纸调令，他又奉命前往新疆维稳。

双方的父母都恼了，婚期一变再变，按
照农村的风俗，是不吉利的。老人们下了

“死命令”，无论如何，2009年必须结婚，婚
期就定在 2009年 12月 6日。定结婚日期之
时，沈战东还在新疆维稳前线，11月 22日，
离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时，他从乌鲁木齐回到
了郑州。

每次婚期确定后我们都通知一遍，后来
都成笑柄了，朋友们笑话我们：“这次是真是
假啊？”

2009年初，两人在郑汴路买了房子，但
由于战东长期在外，两人一直没时间装修。
眼看婚期越来越近了，他也指望不上，王晖开
始自己装房子，从9月26日开始，一直忙到结
婚前三天，房子还没装好，结婚是注定结不
到新房里了，两人在新郑老家办了婚礼。婚
后不久他就又归队了，房子最后还是王晖一
人装修好的，“可他再住不上新房子了。”

线索提供 王浩 董永雷

婚期变了三次，家人
都劝我放弃他

他每次出去执行任务，总是到了再给家里说

小学三年级他捡废品买铅笔，上初中打工挣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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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怀念他战友怀念他

与黄保卫局长一样，沈战东的同事无不怀
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战友。

真爱无言，郑州特警李玉昆至今仍记得沈
战东同自己换房间的故事。那是一次在异地执
行维稳任务，一天晚上，指挥部突然接到上级的
信息，可能有人当晚要袭击特警营地。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沈战东
当即搬到了离楼梯最近，也是最危险的房间，而

这个房间原本是队员李玉昆所居住的。没有过
多的解释，战友之间的感情就在换房间的那一
刹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郑州特警申晓飞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战东
抱着枪，一晚上都不曾合眼，时刻警惕着可能出
现的意外。”可是，在紧接着的抓捕任务中，作为
战斗骨干的沈战东又同战友们连续两天上到海
拔近4000米的雪山上抓获了三名嫌疑人，直到

将嫌疑人送到看守所，他才一头扎到床上，整整
睡了一天一夜。

沈战东是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仅有的
5名全能队员之一。他能吃苦、善动脑、肯钻
研，擒拿格斗样样精通，是训练场上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他以自己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
战斗作风，赢得了训练竞赛的一个个第一，取得
了骄人的工作成绩。

异地维稳，他把最危险的房间留给自己

他带队伍就两句话，“向我看齐”“跟我上”

母亲怀念他

沈战东刚入警时在郑州街头执勤。沈战东刚入警时在郑州街头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