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战东的堂哥沈书林已经56岁了，与沈战
东的父亲同岁，按照他的话说：“我是看着战东
长大的，他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他有一种不服输
的精神。”

沈书林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学会了
打乒乓球，而且是个高手。在沈战东七八岁时，
沈书林就开始带着沈战东打球。“那时候战东个
子很小，只比乒乓球台高一些，打起球来比较吃

力，每次打球都是一身汗。”
沈战东的母亲害怕打乒乓球耽误沈战东的

学习，几次找到沈书林说：“不要让孩子再打乒
乓球了。”

但沈战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乒乓球训
练，沈书林还到处在新郑寻找乒乓球高手，让沈
战东去挑战，每次打赢了，沈战东都很兴奋。如
果打输了，回来就会继续练。他对沈书林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就不信打不赢他。”练过
一段时间后，他就会找到那个人，继续比赛，直
到打赢为止。

沈书林说，这种遍寻高手的过程，让沈战东
的球技进步很快，在沈战东上高中时，他打球打
得好是出了名的，每次他与别人打球，都会有许
多人围观。上高二那年，他还参加了郑州市中
学生乒乓球比赛，与队友一起夺得了团体金牌。

2010年2月9日 星期二
主编 安学军 编辑 李杏村
校对 李 辉 版式 杨卫萍

沈战东的离世重
于泰山，应该被全国人
民所铭记

自从河南郑州援疆特警沈战
东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新疆维稳
第一线见诸报端后，全国网友纷
纷发帖留言，并向沈战东的父母
和妻子表示深切的慰问，网友们
认为沈战东为了民族团结牺牲
在维稳一线，是新时期的英雄，
他的离世重于泰山，应该被全国
人民所铭记。

“风雪夜”是一位河南网友，
他说，看了沈战东的报道后，内
心的感动久久不能平复，沈战东
是一位“80 后”，也是警营的精
英，是国家的栋梁。“作为河南人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沈战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他为了我们乌鲁
木齐市的安全竭尽全力直至献
出年轻的宝贵生命，他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

祝福每一位援疆特
警在新的一年内身体
健康、全家幸福

“沈战东是人民的好儿子，是
新疆人民值得骄傲的英雄，为了
新疆维稳工作，沈战东献出了自
己年轻宝贵的生命，英雄不朽，
浩气长存，新疆人民一定要记住
他，记住许许多多为新疆稳定做
出贡献的这些援疆特警们，道一
声你们辛苦了，新疆人民感谢你
们，祝每一位援疆特警在新的一
年内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永远
祝福你们平安快乐。”一位新疆籍
网友如是说。

“向牺牲在维稳一线的沈战东
们及养育英雄的父母们致敬，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人民的
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一位
网友说，“特警们辛苦了，你们值
得尊重！”网友们为沈战东过早离
世感到惋惜，希望维稳特警们一
定要保重身体。

网友“zk”在河南一网站上也
表达了对沈战东的哀思：“沈战东
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工作中的实
际行动，淋漓尽致地凸显了‘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讲
奉献、特别守纪律’的中国特警
精神。他的身上将永远散放着
人民警察的光辉，在悲恸惋惜的
同时，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响亮
的名字——沈战东！”

新郑市沈庄村一座普通的农家院，平房上
面是简单搭建的临时仓库，像个二层小楼。

1982年1月30日，沈战东出生于这个普通
的农家。

沈战东的家是个军人世家，爷爷、伯父、父
亲、堂兄弟等多人都曾是军人。沈战东的大伯
沈水召曾服役于解放军空军某部，1975年在
一次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

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沈战东从小就有个
当兵的梦想。高中时，学校招飞行员，沈战东第
一个报名，闻听这个消息，沈战东年迈的奶奶一
下子瘫在地上，她不想自己最疼爱的孙子重蹈
大儿子的覆辙。

沈保敬，沈战东儿时最好的伙伴之一。他
回忆说，招飞的时候，沈战东一直都可顺利，当
时所有的好朋友都认为沈战东将成为一名出色

的飞行员，翱翔于苍穹之上。
遗憾的是，因为头上有块伤疤，沈战东最后

一关未能通过。
沈保敬回忆说，错过当飞行员的机会后，两

人在一块聊天，沈战东说“不中，我要报个军校”。
那一年高考，固执于当兵梦想的沈战东，第

一次自己做主，报考了郑州铁路警察学校。而
低一届的沈保敬在沈战东的影响下，次年上了
重庆一所军校。

毕业后的沈战东成了一名特警。工作后，两
人偶有碰面，沈战东总是会讲起他参与处置的一
些案件：一次，在二七区王胡寨村抓捕一名持枪杀
人逃犯，沈战东冲进去，掀开床板，一把揪住逃犯。

沈保敬说：“当时听得都觉得脊梁骨直冒冷
气，那不是开玩笑，一不小心会闹出人命的！”

沈保敬问过沈战东：“你不觉得可危险？”

沈战东笑着对他说：“有什么危险，我觉得
可带劲儿，很有成就感，再说当时谁顾上想危
险，一直想着怎么抓到罪犯，怎么更好地完成
任务！”

沈保敬说，每次讲起在执勤中的种种险情，
沈战东总是谈笑自如，像说书的讲述一部警匪
片一样。而作为听者的沈保敬，直为他捏着一
把冷汗。

只不过这样的谈话，只限于几个好朋友之
间，对于家人，尤其是奶奶，沈战东从来都是“报
喜不报忧”，总能找到一些开心的话题，逗老人
家开心。

如今，那个开朗的年轻人已经离大家而去，
成为沈家第二个烈士。而沈战东 90多岁的奶
奶尚不知情，她一直在等待着那个爱说笑的孙
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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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立志当兵
他成了沈家第二位烈士，90多岁的奶奶还在等待着那个爱说笑的孙子回家

妹妹沈节娟只比沈战东小一岁，无论是小
学、初中，还是高中，都是沈战东带着妹妹上学，
保护着妹妹，所以兄妹两人的关系从小到大都
非常好。

在沈节娟的印象中，哥哥是一个特别孝顺
的人。她说：“每次哥哥执行任务时，总是对我
千叮咛万嘱咐，要照顾好爸妈，闲了到郑州陪陪
嫂子，她一个人在家，会寂寞的。就在爸爸生日
那天，哥哥吃着新疆大姐送的饭，还不忘打电
话，让我为爸爸购买生日蛋糕。”

沈战东的孝顺在沈庄村也是出了名的，堂
哥沈书林说：“战东每次回来，首先会到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家看看，去陪老人聊聊天，给老人
点零花钱，而呆在自己家里的时间很短，有时回
来一次只在家里吃一顿饭。”

“我们家庭条件不好，家里只有三分地，家
里的收入主要靠母亲卖菜，还要供哥哥和我读
书，生活非常拮据。”沈节娟说，“所以从小哥哥
和我都很体谅父母的难处。那时我们都在郑州
上大学，爸妈每人每月给我们300元的生活费，
哥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钱肯定不够用，但
他从来没有向爸妈伸过手要钱，没有钱了就躲
在宿舍里啃干馒头。”

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沈节娟的泪水止不住

地流下来，“我和哥哥上小学时，家里很穷，还要
交学费，哥哥就带着我到新郑市区的街上去拾
破纸条、塑料瓶等废品，换些钱贴补家用。”沈节
娟说，哥哥为了给家里多挣些钱，还筛过废铁
渣。

还有一件事，让沈战东的堂哥沈书林无法
忘记，那时候沈战东只有13岁，身体很瘦小，附
近有一个挖土方的活儿，沈战东听说了，想参加
挣些钱，但由于他个子比较小，一个人根本就无
法把土用铁锨运到坑外，最后只好找了一个和
他年龄差不多的与他搭帮，才完成了这项不可
能的任务。

在沈庄是个出了名的孝顺娃
为了多挣钱贴补家用，他捡过废品、筛过废铁渣、挖过土方

打乒乓球有股不服输精神
挨个挑战新郑的乒乓球高手，打输了就继续苦练，直到打赢为止

英雄沈战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英雄沈战东，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常亮常亮 赵克赵克 图图

三次发请帖，三次都没结成婚，一次因为汶川地震，一次因为奥运安保，一次因为新疆维稳……2010年1月30日是郑州特警沈战东
的生日，在这一天零时30分，刚刚步入28岁的他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新疆维稳第一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
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玉海等先后发唁电表示哀悼，
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并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处理好沈战东的后事。

2月2日，新疆各界5000多名群众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聚集在乌鲁木齐市殡仪馆，在鲜花和泪水的海洋中向人民的好警察、
郑州援疆特警沈战东告别。追悼会后，32名郑州援疆优秀特警火线入党。

沈战东的事迹感动了新疆人民、感动了郑州人民，感动了全国人民。网友发帖留言，向“新时期的英雄”沈战东致敬。网友们认为战
东为了民族团结牺牲在维稳一线，他的离世重于泰山，应该被全国人民所铭记。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晚报记者 王战龙 孙庆辉

网友说
人民永远铭记沈战东人民永远铭记沈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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