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新闻
2014年12月30日 星期二 统筹：王长善 编辑：黄波涛 美编：王小羽 校对：亚丽 AA07

郑州特警副支队长累倒在岗位上
年仅48岁，战友说他像是一台始终处于“工作模式”的机器
不到一个月就是母亲86岁生日，家人没敢把消息告诉老人家

2014年12月26日23时44
分，48岁的郑州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副支队长庞新社在单
位值班时，因长期连续工作，
劳累过度，不幸牺牲，猝死在
工作岗位上。
“太突然了，吃过晚饭一起研究
营房维修时，老庞还好好的，怎
么就??”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弋
遂勤说起老战友泣不成声。
“庞支队，下午你让我起草的警
务实战专训方案，我已经写好
了，你什么时候看一看啊……”
支队法制科科长蔺勇话未说完
已是泪流满面。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张玉东
通讯员 王洪岩/文
郑州晚报记者 周甬/图 庞新社 男，汉族，1966年出生，1984年10月入伍，2011年12月转业至郑州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担任副支队长职务，一级警督警衔。参加工作以来，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嘉奖1次、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二等功1次。

12 月 26 日晚上 11 点多，
庞新社的妻子给丈夫打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心中担心，她
联系了办公室内勤。

“内勤进屋的时候，庞支
队静静地躺在床上，右手握
成 拳 头 放 在 胸 口 ，表 情 安
详，身体却已经僵硬了。”特
警支队宣传科康三军科长低
声说道。

时间倒回几天前。12 月
21 日、22 日、24 日、25 日，特
警 支 队 开 展 了 4 次 集 中 行
动，庞新社没落下一次，设
卡清理清查，维护社会秩序
稳定，他每每忙到深夜甚至
次日凌晨。

“新社的离世让我感到非
常震惊和痛心，平时看他跟年
轻队员们一起摸爬滚打，却不
知他身体已经积劳成疾了，要
是我能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注
意就好了！”对于战友的离去，
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
长李中华心含内疚。走过曾
一同挥汗如雨的训练场、经过
他曾伏案到深夜的办公室、看
着写有他名字的值班表，李中
华唏嘘不已。

庞新社的母亲已经 80 多
岁了，在南阳老家由弟弟赡
养，还有不到一个月，老母亲
就86岁生日了，家人至今没敢
把消息告诉老人家。

“他就像一台‘设置’好
‘工作模式’的电器。”在特警
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弋宏俊眼
中，庞新社就像是一台始终处
于“工作模式”的机器，“整个
一‘工作狂’”。

在特警支队，庞新社负责
全市交管巡防和特警勤务工
作 ，具 体 分 管 特 警 一 大 队 。
平时，只要没有其他勤务，他
就会随着一大队的武装巡逻
组上街巡逻，车巡、步巡一个
不少。

庞 新 社 有 3 样 必 带 装
备 —— 郑 州 城区地图、红色
圆珠笔、放大镜。每次巡逻，
庞新社都会对照着地图研究

路线和盘查卡点的设置是否
科学，与就近分局巡警以及
交 警 巡 组 协 同 配 合 是 否 顺
畅，边看边用红笔在上面做
标注，一张地图往往被他画
得密密麻麻，往往一个月下来
要换两三张地图。

今年，在“反暴恐保稳定”
的新形势下，郑州公安局为进
一步加强街面武装防控，建立
立体打防管控体系，将原先零
散、独立的 7 个警情应急处置
预案予以整合，建立更加科学
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主管巡
防工作的庞新社主动请缨挑
下这一重担。

“那是8月，庞支队带着我

们每天顶烈日，冒高温，走大
街串小巷，跑环线查卡点，每
天至少跑有 200 多公里，腿都
跑肿了。”支队办公室主任耿
继光说，不到3个星期，庞新社
便拿出了《郑州市公安局四级
重特大突发案（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预案》及其配套警力部署
图，对全市近千个卡点、执勤
点、近万条巡逻路线进行了一
一清晰标注，有力支撑了全市
立体化“打防管控”体系建设。

在特警支队，庞新社还有
个出名的外号“庞万能”，别人
管不了的他去管，别人不愿干
的他去干，让他干啥就干啥，
就像一颗“万能螺丝钉”。

面对丈夫的突然离世，妻
子王秀英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数次晕倒。

12月22日，冬至。庞新社
早晨离开家时，冲妻子说的最后
一句话是：“我走了啊。”妻子王秀
英像往常一样叮嘱了丈夫一句：

“走吧，早点儿走，路上不堵车，开
车慢点儿。”谁也没想到，这简单
的一问一答，竟成了诀别。

2011年12月，庞新社从部
队转业至郑州，王秀英以为丈夫
到地方后会闲下来，有时间陪陪
自己，却没想到之后的几年里，

连见面都成了奢侈。基本上，王
秀英每周只能见丈夫一次。有
时候，会给丈夫送洗干净的被
罩、床单，或者换洗的衣服，就能
多见一面。“那是怎样的见面啊，
我在门口给他打电话，他下楼把
东西拿上去，我再坐 65 路车回
家。”王秀英忍不住哭出了声。

“周末你回来了，我菜还没
做好，就听见你坐在客厅打呼
噜。我知道你累，从来不喊醒你，
给你盖个被子，让你多睡会儿。”

“你说男人要有事业，喜欢
当特警，让我支持你，行啊，我

支持你，我和儿子都支持你，可
你为啥走了不干了？”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
丈夫抱怨，怨他不跟自己和儿
子告别，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王
秀英的声音越来越低。

“你咋走得这么急啊，整天
都是忙忙忙，见你一面咋就这么
难啊，你回来啊，你就是缺条胳
膊少条腿回来，我养你，养你到
老行不行？你不能一声不吭就
走了啊?”王秀英大哭起来。床
边，庞新社的领导、同事、战友也
红了眼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离开家那天，父亲送我，我
俩早晨5点起床，一起等车，那
是我最后一次见他，3个月前。”
23岁的庞博今年刚大学毕业，9
月，他在父亲的鼓励下参军入
伍。上周六，新训刚结束的庞博
接到家里电话赶回家时，父亲已
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儿子入伍
离家那天，是庞新社最后一次也
是第一次送儿子，“大学放假回
家，开学时候想让父亲送一下，
他说在执勤。”

在庞博的印象中，爸爸就
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常见不到他。现在我有假
期了，谁知还没到家，他却‘走
了’，他知不知道我心里憋了
多少话想跟他说啊……”

庞博说，父亲按战士标准
来要求自己和家人，不许以他
的名义求单位同事办事，不许
在他开会时给他打电话，入警
两年多不开单位公车。当得知
南阳老家村里要修路修桥改善

乡亲们出行时，他把自己积攒
的一万六千多元钱捐了出去，
支援家乡建设。

“当我穿上军装，才明白了
这身衣服的真正含义，才理解
了爸爸的忙碌与辛劳，当警察
和当军人，都意味着奉献与牺
牲，爸爸是对的，他永远是我的
榜样，他是一个真英雄！”庞博
说，“想对父亲说，爸，我长大
了，我改变了，我成熟了。我一
直把你当作我的骄傲。”

英雄
档案

有3样必带装备——郑州城区地图、红色圆珠笔、放大镜

“我走了啊”“走吧，开车慢点儿”，冬至早晨夫妻俩的对话成了诀别

3个月前儿子参军入伍，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送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