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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的平凡英雄
——追记湖北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郑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江伟兵

在疫情面前，军令一下他勇往直前、奋
战一线；在短暂的生命里，他始终用自己的
力量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
里，他用对职责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写下一
名公安民警的为民初心。他，湖北襄阳市南
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三级警长郑勇，是个平
凡的警察，却是人们心中的英雄。

他说，等站完这班岗，就回去陪家人吃年
夜饭。他说，等忙完这阵儿，就好好陪儿子准
备高考。他说，等打完这场战“疫”，就带兄弟
们去好好喝一杯。但这一次，他失约了。

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湖北襄阳市南漳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三级警长郑勇离开了他
最热爱的岗位。2月5日，年仅40岁的郑勇
离开了人世。

昏迷前，仍记挂疫情防控
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南漳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秩序科负责人，郑勇和战友们
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1月24日，除夕。按照队里值班安排，
郑勇带领辅警谷雄峰、张存福值守南漳县城
的金漳警务平台岗亭。期间，他们还负责前
往江华厂三岔路口，开展疫情防控、交通检
查登记等工作。

中午，妻子钟海黎打电话提醒郑勇：“下
班了早点来大哥家，全家人等你吃团圆饭。”
郑勇回复：“中午就别等我了，那两个同事住
得远些，让他们先回去团圆。”

13时许，正驾驶警车开展疫情防控和
街面巡逻的郑勇突感腹部疼痛。他把警车
开回平台，交代好工作后自己赶往医院就
诊。家人久等郑勇未归，打电话催问才知他
已躺在医院。

妻子急忙赶到医院，正在输液的郑勇安
慰她：“没事儿，你先回去吃团圆饭，吃完给
我带点就行，我打完针还要回去搞疫情防
控。”他提醒妻子：“隔壁床的老爷子家里没
人送饭，你来时记得给他也带口热乎的。”

不久，郑勇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全身疼
痛难忍，血检显示肝脏有两项指标超出正常
人数十倍。

正月初一上午，郑勇的病情再度加重，
开始陷入昏迷。医院通知家属，立即转院治
疗。当天，郑勇被紧急送至市中心医院，他
被确诊为急性肝衰竭，病情危重。

为挽救生命，郑勇再次转院至市第一医
院重症监护室。然而，病情发展实在太快，
2月5日中午，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丈夫骤然离世，妻子悲痛欲绝：“前些天
他老说没劲、不想吃饭，连家里的储物箱都
搬不起来。我劝他去医院看看，可他总说
太忙。”

1月25日上午，意识尚清醒的郑勇对
妻子说：“老婆，你记得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全
部交党费啊。”“不要瞎说，等你病好了你亲
自去交。”

回忆丈夫和自己这最后的对话，钟海黎
哭成泪人：“当了大半辈子警察，他还是没有
干够啊！”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
骨头

“话不多，人实在，很拼命。”郑勇的多位
同事这样评价他。

张勇山是南漳县交警大队大队长。
2016年3月份郑勇调至交警大队工作后，
与他共事多年。他说：“郑勇是个一心扑在
工作上的人。”

南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秩序科一共有

3名民警、3名辅警。2019年，经郑勇等办
理的涉及交通刑事案件有140余起，约占南
漳县公安局全部刑事案件的56%。

“每次面对选择，他考虑的从来不是‘我
需要什么’，而是‘集体需要什么’。”南漳县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朱勇说：“他的身上总有
那么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2019年，南漳县部署开展“云剑”行动，
交警大队开会商讨哪位同志担任追逃专班
负责人。郑勇第一个站出来：“我是大队最
年轻的中层干部，这个差事我来。”实际上，
追逃工作难度大、强度高，是个苦差事。

行动中，郑勇带领追逃专班仅用8天时
间，转战襄城、宜城、南漳多地，连续抓获了
4名网上逃犯，提前完成任务。

郑勇在发病前的一个多星期，几乎每天
都是超负荷工作。

1月16日、17日下午，他带队开展酒驾
整治。从17日起的一周里，他带领全科民
警集中办结、消化8起醉驾、3起行拘案件。
期间，他连续4天加班至深夜，规范涉案车
辆停车场台账。

1月22日，南漳县公安局开始全警上
路，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的路面布控。随着疫
情不断加重，郑勇往街上跑得越来越勤，他

总说：“每个交通卡点的设置、相关标识标牌
位置，我们都要检查一遍，再检查一遍。疫
情来了，一点问题也不能出。”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从穿上
警服的那一天起，郑勇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最“刚”的警察，最暖的兄弟

论执法严格，郑勇在南漳公安系统出了
名，找郑勇说情的人总是无功而返。

当年郑勇还在武安镇派出所工作时，有
个别违法人员想减轻处罚，绕弯子找到与郑
勇私交最好的民警胡宗忠帮忙说情。老胡
懂政策，更懂郑勇的性情：“老老实实接受处
罚吧。想找郑勇说情，你还是免开尊口。”

南漳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家
元说：“郑勇克己奉公、严于律己，从警23年
没有收到一起投诉。”

吴飞，物流公司老板，住在郊区，每天要
往城区送货。按照规定，大货车入城需凭证
明出入，证明要去秩序科办。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带任何材料。
郑警官耐心地跟我讲解需要哪些东西，无论
问什么他都对答如流。”吴飞说。

第二天下午，吴飞将所需材料送来。2天
后，他接到了郑勇的电话：“通行证明办好
了，你来拿吧。”

吴飞不知道的是，郑勇是专门加班为他
办理登记、录入、存档等相关手续，随后又第
一时间找大队审批、签字、盖章。

郑勇的徒弟、秩序科民警孙宇回忆：“师父
常说，人民警察就得为人民服务。执法要
刚，服务要暖。”实际上，这个“暖”字不仅是
对待群众，也是对待同事。

郑勇去世后，孙宇和辅警王君臣才得
知，他俩在南漳的住所是师父一手帮助安置
的，就连每天睡的那张实木床也是郑勇自掏
腰包买的。

孙宇记得，师父说这都是队里的安排。
他不知道的是，郑勇早已叮嘱过王君臣，“不
要告诉孙宇，免得他心里有负担”。

得知郑勇因病去世的噩耗，当年他管片
辖区——武安镇老街村村民推选了2名村
民，拿着村委会出具的通行证明，连夜赶到
县里送他最后一程：“郑所长不在了，我们说
啥都要送一程。”

把人民放在心里的郑勇去了，但他倾心
服务的群众，也把他放在了心里。

把职责烙印在心里的郑勇去了，但他的
同事和战友，将继续替他投身战“疫”一线，
完成未竟的职责使命。

1月27日，春节长假第四天，由海南省
12家三级综合医院149人组成的海南首批
驰援湖北医疗队出发，深入荆州市9家医疗
机构对口支援，为荆楚大地带去海南岛的
温暖。

选择，实现保家卫国梦想

来自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护士
叶智超，是医疗队中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叶
智超是河北人，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希望
有朝一日保家卫国。2013年，叶智超大学
毕业后来到海南成为一名护士，做了一名

“白衣战士”，在不同的岗位上保家卫国建功
立业。

叶智超的妻子也是一名护士，已怀孕
5个月。面对疫情，叶智超顾
不上考虑小家，主动向医院递
交了报名申请。他说：“战胜
疫情离不开千千万万医务工作
者，我们不会去想任何困难和
危险。”叶智超的选择得到了
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岳父母将
妻子接回家中照顾，嘱咐叶智
超在湖北安心工作，不要担心
家里。

叶智超在援助地荆州市监
利县人民医院的岗位是重症病
房。身为护士，除了日常输
液、打针工作，叶智超还着重
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

“有的患者内心恐慌，我就同
他们聊天，舒缓紧张心情，让
他们充满信心配合治疗”。叶
智超告诉记者，经过组织考
察，他和医疗队的几名医务工
作者在疫情防控一线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激励他
们毫无畏惧地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既然选择了，我就会全

力以赴，以实际行动做一名优秀的医务工
作者，为党旗增辉！”

坚守，做好细节平凡小事

一封感谢信、一段小视频，这是儋
州市人民医院赴湖北医疗队队员羊强兰
在荆州市胸科医院收到的患者赠送的特
别“礼物”。

2月5日，羊强兰和同事照例对该院整
个病区走廊和隔离病房消毒。当她走进一
间病房时，看到一名护士正为患者输液却
多次扎不到位置，患者的手背已留下多处
针眼和瘀青。羊强兰主动上前，表明自己
是海南前来援助的护士，在征得患者同意
后，仅扎一次就顺利埋好了留置针。对
此，患者非常感动，特意在出院回家时录
制了一段视频，还把一封感谢信交到羊强
兰手中。信中写道：“你们不仅让我们的身
体康复如初，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极大
鼓舞……鼓励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你们
不仅治愈了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还让我们
对生活充满希望。”

羊强兰是2个孩子的妈妈，为了疫情防
控，她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她说：“没有大家
哪有小家，现在是需要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时
候，奔赴一线是我们的职责。”

现年56岁的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主任陈恒，在海南省第一批驰援湖北
防疫医疗队中年龄最大。在援助医院，陈恒
是最忙的，不是到各病区察看，就是参加专
家会诊。不仅如此，他还指导住地酒店在每

层电梯口装上电梯按钮专用纸和酒精消毒
液，并反复叮嘱队员做好日常防护，预防交
叉感染，他如此细致耐心赢得了大家的尊
重。陈恒说：“唯有保护好自己不被传染，才
能去救更多的人。”

请战，只为早日战胜疫情

三亚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曹
志红，是湖北黄石人，在得知家乡疫情后心
急如焚。看到医院征集援助人员通知后，她
毅然写下请战书，加入到奔赴湖北抗击疫情
的战队中。“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患
者早日康复出院，早日战胜疫情。”

江芳是三亚中心医院妇产科副护士长，
也是海南省第一批驰援湖北防疫医疗队危
重症患者救治第5组成员。江芳原本被分
配在轻症病房，听说楼下有危重症患者需要
人员护理，她主动申请调到危重症病房。护
理人员轮班中总有一个班是24点下班，她
担心姑娘们一个人走夜路回宿舍害怕，每天
都去接她们。特殊时期，每次出门来回都要
经过繁琐的消毒程序，她却乐此不疲。

2月10日，江芳正在值班，由于穿着防
护服不能接电话，直到下班后才得知她的爷
爷病逝了……每每哭完，江芳擦干眼泪再次
出现在病房为病患服务。

与温暖的海南相比，荆州颇为寒冷。但
怀着共同的信念，来自海南岛的这群医护人
员尽心尽责，全力以赴，他们坚信通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的春天很快就会
到来。

“坚信疫情防控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海南省驰援湖北医疗队纪实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当藏青蓝遇上天使白，不同的颜
色，相同的使命。广东佛山市南海这
一家三口，丈夫是民警，妻子是护士，
女儿是辅警，三人分别奋战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的不同岗位，从正月
初二开始就没再见过面，每天只在微
信里互报平安。

耿庆环1988年入党，现任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黄岐派出所巡警中队
中队长，妻子郑国梅是佛山南海黄岐
医院急诊科护士，女儿小耿则是黄岐
派出所六联社区民警中队的一名
辅警。

由于工作原因，耿庆环已经整整
一年没见过家中年过八旬的父母了。
春节前夕，一家人提前调好值班日期，
准备正月初三一起回江苏老家过年。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个小家
原来的计划。一家三口退掉机票，主
动请战，迅速投入到一线战“疫”中。

“同志们，在设卡中，要提醒群众佩
戴口罩，对体温测量高于37.3摄氏度的
群众，要及时上报，同时千万要注意个
人安全。”耿庆环在每天的岗前训示中，
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中队人员强调。结
束岗前训示后，他便带队到护城河警务
执勤点开展设卡查缉工作，仔细排查每
一辆进入佛山的车辆，为每个人测量体
温，努力把疫情输入风险降到最低。耿
庆环说：“作为巡警中队长，一名老共产
党员，必须主动担当，率先垂范。”

女儿小耿从正月初二开始便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每天
接待来访、求助的群众，同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为一线执勤民警
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

测体温、登记、抽血送检、挂点滴……在丈夫和女儿都坚守
岗位的同时，妻子郑国梅也同样忙碌着，每天穿戴防护服、口罩、
护目镜、帽子，在医院急诊科近距离接触发热患者，常常跑上跑
下一个小时就已经汗流浃背。一天忙碌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
更上不了厕所。

“安心工作，注意保护好自己。”这是郑国梅对丈夫和女儿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她把时间都留给了医院，只能抽出片刻时间
提醒家人注意安全。

临近退休之年的郑国梅本来可以不参加此次疫情防控工
作，但一接到医院的通知，她第一时间返回岗位投入战斗。“我们
都是退伍军人，也都是共产党员，这一点她做得比我好。”丈夫耿
庆环说。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从正月初二返岗工作开始，一家三口就
再未见过面。耿庆环和女儿均在各自的单位里值守，郑国梅则
在下班后独自回家休息。每天，他们总不忘利用空闲时间，在家
庭群里报个“平安”。简简单单的“平安”二字，寄托了一家三口
彼此间最深的牵挂。

“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赌博，疫情防控，谢谢大家配
合……”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安徽当涂县大青山山坳中久久回响。

“老夏又在喊山了。”桃花村党委书记韦平平说的老夏，全名
夏敬荣，从正月初三开始，一直在作防疫宣传，从未停歇。

老夏今年62岁，身板硬朗，还是一个热心肠。因为生来嗓
门就大，村民们送他个绰号“喊山人”。疫情防控开始后，作为拥
有41年党龄的老党员，过年头两天老夏一直寻思着为村民们做
点什么事，正月初三一大早，他就跑到村里报名当志愿者。看到
老夏那股急切劲儿，韦平平眼睛一亮，“与疫情抢速度，防控宣传
第一桩。你嗓门大，再配个小喇叭，挨村换户去宣传。”“好嘞！”
老夏就像中了奖。

说干就干。穿戴好志愿者的红马夹、红帽子，拿上村里配备
的白色小喇叭，规划好行进线路，再把喊话内容背一遍，老夏骑
上电瓶车上路了。别看山村只有1600多户人家，因居住分散，
一趟骑下来也要2个小时，见到有人家就喊，一天跑两趟，连他
自己也不知道一天要喊多少遍。好在有了小喇叭，不用完全扯
开嗓子，但老伴还是心疼他，买来金嗓子喉宝，塞进老夏兜里。

因为在村里人缘好，乡亲们都爱听老夏的声音。老夏说，入
耳才能入心，这是他坚持下来的理由。为了能句句说到乡亲们
的心坎上，老夏根据防控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喊话内容。乡亲
们在家憋久了，有人就耐不住去串门。老夏急了，话中带出刺
来。“现在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偏偏有些人三五成群，口罩
也不戴，从村东跑到村西，从东家跑到西家，你以为你最帅，最漂
亮，你魅力四射……”听到老夏这么喊，那些人再也不好意思乱
窜了。“喊得好！”大部分村民为老夏点赞撑腰。

“疫情不可怕，我出一份力，你再帮一下，就一定能够战胜
它。”老夏的话中有种“喊山人”的坚毅。在老夏和乡亲们的共同
努力下，这个小山村安然无恙。

“喊山人”变身

“喊防控”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吴黎明

郑勇在向群众宣传交通法规知识。 （襄阳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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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夏在山村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