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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处理工作繁重，忙起来就没
有了正常的时间概念，无论何时，只
要一接到电话他就立即赶往事故现
场。15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2004 年的一天，郭海伟父亲突发
急病被送进医院抢救，家人却怎么也
打不通郭海伟的电话。因为他此时
正在道路上勘查一个事故现场，周围
车来车往声音嘈杂，淹没了一遍遍的
电话铃声。等指挥中心电台呼叫找
到他、匆匆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抱
憾离开人世。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 10 年后的

2014 年。郭海伟的岳父突发脑出血
住院抢救，而此时郭海伟仍然在勘查
现场，一忙就是几天几夜不回家。

不过，妻子抱怨归抱怨，每当又有
新的重大警情到来，郭海伟又要去加班
时，妻子仍是那句“去吧，马路上车多人
多，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的嘱
托。经年累月这句不变的话，让郭海伟
觉得亏欠家庭和亲人的太多。

岁月无迹，青春有痕。虽然辜负
家人很多，但郭海伟用自己的行动实
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警徽增添了
熠熠光辉。

牺牲小家为大家牺牲小家为大家
警徽熠熠闪光辉

——记新郑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郭海伟

“既然选择了做警察，那就要对得起头上的警徽，就要牺牲‘小家’成就‘大家’。”
新郑市公安交巡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郭海伟从警15年来，一直奋
战在公安交通管理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从警誓言，在平凡岗位上创造
出不平凡业绩，无声诠释着人民警察“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深刻内涵。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他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执著的人，
哪里有事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是
个办案能手，同事有不懂的问题从他那
里就能找到正确答案。”得知记者采访
郭海伟，同事唐利军忍不住说了起
来。交通事故处理有“三难”：血淋淋
的现场，心理克服是一难；事故勘查事
无巨细，事故处理是二难；面对老百姓
法律意识淡薄，事故调解是三难。郭
海伟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无论白天黑
夜地处理事故，做出好成绩实属不易。

而克服这“三难”的背后是郭海
伟无悔的付出。1999 年郭海伟从公
安院校毕业，虽然是科班出身，但是
从事交通事故现场处理还是“门外
汉”。理论知识有了，还需要更多的实
战经验。遇到不懂的问题，郭海伟一
边向身边经验丰富的同事、老民警虚
心求教，一边经常自我加压，虚心学
习。郭海伟每处理一个案件都不断地
总结。慢慢的，他从交通事故业务的

“门外汉”成长为现在的行家里手。

“我们要敬畏每一个生命”

“当人们在交通事故中遭遇意外
伤害时，受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还
涉及其家庭，每一个生命都需要我们
去敬畏……”

今年 4 月 10 日凌晨 4 时许，在新
郑市107国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现场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
的线索，死者家属情绪激动，组织多
人拦堵 107 国道，导致交通一度中
断。郭海伟带领事故中队民警先后
调阅各种视频资料 120 公斤、查阅 5

万余张图片、查看500小时监控录像，
甄别排查车辆 800 多台，终于将肇事
逃逸犯罪嫌疑人及逃逸车辆查获归
案。仅去年，郭海伟就参与勘查处理
交通事故现场2000余起，处理死亡类
交通事故156起，打击处理交通肇事、
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92人，侦破重大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21 起。每一起案
件，他都始终坚守“执法质量就是公
安工作的生命线”这一宗旨，给当事
人最大的公平公正。

在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59岁的侯永明依然忙碌在厚厚的卷宗
前，身边依然围着几位一心想“拜师学艺”的年轻刑警。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自1998年从新郑市公安局其他岗位调入刑侦大队以来，侯永明便深
深爱上了这个岗位，再也没离开过。如今，他已是全郑州市工作在刑侦一
线年纪最大的民警。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27岁的李海霞是新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一位女民警，同时也是钟观村包
村民警。在钟观村，长辈们都称她为“闺女”，孩子们叫她“姐姐”。村里100
多户居民都把她当成主心骨，“有事找海霞”。自2014年10月接管包村警
务工作，不到一年，李海霞就和钟观村的居民打成一片，亲如家人。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移民村里受欢迎

9月13日上午9点左右，记者跟随
李海霞来到了钟观村，看到警车，孩子、
老人都纷纷露出喜悦的笑容，伸头张
望。车门一打开，一群小孩子跑了过
来：“大家快来呀，海霞姐姐来了！”孩子
们看到坐在车里的李海霞簇拥过来和
她打招呼“姐姐好！”老人们招手和她说

“闺女来了！”
李海霞告诉记者，其实最开始来

钟观村时，她也是一位不受欢迎的警

察，村民是支持南水北调工程从南阳
淅川迁来的，村民认为自己是“外来
人员”，不愿与外界交流。在担任钟
观村包村民警开展“一村一警”工作
伊始，李海霞就吃了很多闭门羹，碰
了一鼻子灰。

但几个月的相处后村民们发现，
这个警察并不可怕，不是来找麻烦
的，而是来帮忙解决麻烦的。孩子们
喜欢她，老人们把她当亲闺女。

用心解开“心结”

李海霞回忆，去年的一天，她在
村里发放安全防范宣传页时，一位上
年纪的大爷怒怒地看着她，上前打招
呼也不理睬。李海霞询问后得知大
爷叫王文奇，因为眼疾想要做白内障
手术，可户口本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手
中，如果没有户口本就无法享受免费
政策，心里难受，看到李海霞也就没
有好脸色。得知这种情况后，她一边

与王文奇沟通，一边多方协调，经过
努力帮王文奇把新户口本办好并送
到了王文奇的手中，村民对待她的态
度也发生了转变。

帮助村民老杨找回离家出走的
儿子、打消李姐家孩子辍学的念头、
协调整修村里损坏的监控设备……
一件件小事，让李海霞解开了与群众
沟通的心结。

组建巡逻队保平安

村里工作稳定后，李海霞留心到一
个现象，村里白天是留守老人，放学后
都是玩耍的孩子，青壮年都去附近工厂
上班了，如果管理不善就会有不法分子
乘虚而入。李海霞想到了找“帮手”，把
小孩组建成“少先小警队”，把老人组建
成“老年义务巡逻队”，这两支队伍让李
海霞人不在村里也能把村里的情况掌
握得一清二楚。

“群众过节、警察站岗。”看到李海
霞这么辛苦，村民们很是感动，看到该
到结婚年龄了，李海霞却忙着为他们解

决问题，把李海霞当成了“亲闺女”的乡
亲们也开始为她张罗着相亲。2014年
11月，行政区划调整，钟观村归属航空
港区管辖，有可能会重新指派包村民
警。钟观村群众得到消息后，为了不让
李海霞离开，100多名村民把写有“一村
一警情系百姓，忠于职守一心为民”的
锦旗送到新郑市公安局，并拿着全村人
签名的表扬信请求留下李海霞。得到
同意，村民们才离开回村。看到村民们
的举动，李海霞热泪盈眶，觉得自己再
累心也是甜的。

龙湖派出所是新郑
市最忙碌的派出所，
所里4辆警车每年
每车的公里数都在
6万公里以上。而
作为该所的教导员，
38岁的孙东亮则成
为新郑市最忙碌的
教导员。采访当日，
这位最忙派出所的
教导员在半个小时
内接打了十几个电
话、安排妥当4起出
警任务、填写了8份
新兵政审表格。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业务能力无人能比 细枝末节是破案秘诀

在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侯永
明常被人尊称为“侯导”。这一声“侯
导”饱含着大家对侯永明的敬重，这
份敬重不是因为他的年长，也不是因
为他曾经当过教导员，而是因为大家
对他业务能力的由衷敬佩。

由于业务能力突出、预审经验
丰富，又有老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
心，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命案的
预审、起诉一直由他负责。每有大
案未破，侯永亮便会时时刻刻琢磨
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破案的关键就
在于厘清每一个细枝末节，犯罪嫌
疑人往往不会很痛快地把作案过程
讲 出 来 ，隐 瞒 的 往 往 都 是 细 微 之
处。在侯永明的床头，固定放着一
支笔一个笔记本，躺在床上每琢磨

出一个问题，他都要第一时间坐起
来、记下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
些细节经常都是一闪而过，不记下
来第二天醒来就想不起来了。”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侯永明养成
了一丝不苟、注重细节的习惯。“审讯
时，犯罪嫌疑人一个眼神或者手上一
个轻微的动作，我都能判决出他的心
理状态。抓住这些小动作，往往能够
让审讯出奇的顺利。”

大家也都知道“侯导”有一个宝
贝，那就是他那几十年都没有断过的
工作日记，大家也都把“侯导”的工作
日记称为“破案宝典”。“虽然现在有
专门的人制作现场图，但每次我都要
自己重新制作一份现场图，仔细分
析，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赤子之情风范可鉴 奉献刑侦一线无怨无悔

从警30年来，侯永明兢兢业业、勤
于探索、敏于思考，参与破获的重特大
刑事案件没人能够数得过来，穷凶极恶
的杀人犯在他面前个个俯首认罪，经他
办理的刑事案件多次被评为最优案
件。但是侯永明同志从来没有向领导
讲过条件、提过要求，不图名不争利，勤
勤恳恳地工作在刑侦第一线上。“如果
想挣钱，我多的是机会，但人生应该有
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应该有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侯永明说。

侯永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后在领
导一再催促下才到北京做了手术，至今
他仍需要吃药来维持身体，他的妻子身
患癌症需要家人照顾，可他常说，自己
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单位的事再小，也
是大事。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坚守
岗位，履行职责是他唯一的选择。

谈及遗憾，侯永明眼里流露出深

深的愧疚：“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
孩子的成长。”作为一名刑警，侯永明
没有上下班时间，无论什么时候接到
电话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局里，为了破
案，常常一周甚至 20 多天无法回家，
老伴儿和孩子以前还会有埋怨，后来
渐渐也都能理解与支持了。

“吃自己的小米，磨自己的鞋
底”。17 年来，尽管刑侦大队来了一
茬又一茬的年轻人，尽管当年跟着他
偷师学艺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是 40
多岁的业务骨干，可59岁的侯永明依
然是大家眼中亲切的“侯导”，依然在
和年轻刑警们一起分析案情，每天身
边依然围绕着三四位年轻民警……

“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工作，因此
我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朴实的话
语却闪烁着一位老刑警的赤子之情
与满腔热情。

敢打硬仗，做辖区的“守护神”

龙湖镇位于新郑与郑州接合部，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飞速发展的态势造就了龙湖辖区
极为复杂的治安环境。2013 年 12 月的一天，
孙东亮和民警一起到辖区内华南城工地走
访，了解到经常有一群地头蛇来工地堵门堵
路、敲诈勒索，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孙东亮随
即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带领专案组民
警吃住在工地，最终冲破重重阻力，彻底查清

了两个犯罪团伙对多个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
犯罪事实，有效震慑了犯罪，净化了工地周边
治安环境。

一年多来，孙东亮带领全所民警坚持严
打开路、统筹防控、标本兼治，深入开展重点
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和重点项目治安环境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派出所真
正成为龙湖镇辖区的“守护神”。

忠于职守，当警队的“排头兵”

长期没日没夜的工作、饮食作息的不规
律，使孙东亮几年前就患上了胆囊炎，一直靠
吃药缓解疼痛。到龙湖派出所工作后，随着
工作量的加大，病痛也越发频繁和加剧，医生
建议他手术治疗，恰好这时发生了 10 余个工
地农民工年底讨薪的群体性事件，为了维护
辖区春节期间的治安稳定，他一忙就是几
个月，把早该做的手术一直拖到了今年
春天，止痛药也不管用了，他才被战友
强行送到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手
术。闻讯赶到医院的妻子，看着
丈夫疼得大汗淋漓的样子哭着
说：“你为工作不顾家、不顾老
人孩子，这我能替你扛着！可
你要是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我拿什么替你扛啊！”

孙东亮就是这样，从警 15 年，

他把公安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认真践行
着入警时的铮铮誓言。

15年的酸甜苦辣，15年的执著坚守，使孙
东亮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定。

作为新郑市最忙碌的派出所，龙湖镇派
出所的干警们常年处于无假无休状态，看到
这种情况，身为教导员的孙东亮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悄悄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心理咨询师
的学习。警员刘军杰是所里的出警员，每天
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警情，一周无法见到家
人基本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
落，心细的孙东亮看到了刘军杰的异样，忙完
工作后就和军杰一起“聊家常”，及时纾解开

了刘军杰心里的疙瘩。后来，越来越多的警
员在孙东亮的专业心理疏导下能够专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龙湖派出所并不宽敞的院子里，有一
座十分小巧的小花园，取名“静心苑”。“平时
的工作太忙太累，打交道的人员也很复杂，情
绪难免会受影响，慎重考虑后就修建了这个
小花园，好让队友们有个放松心情的地方。”
孙东亮告诉记者。

t模模范范警警察察风风采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