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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钱小明：甘洒热血铸忠诚
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临危不惧、

殊死搏斗，英勇牺牲。钱小明用鲜血和
生命捍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诠
释了人民警察忠于职守、英勇顽强、无
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2003年6月11日上午，福建省建
瓯市发生一起持刀伤人致死案件，嫌疑
人徐某作案后逃窜。正在附近的建瓯
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兼110指挥中
心指挥长钱小明听说情况后，立即加入
围捕行列。有群众提醒钱小明：“注意，
歹徒手上有刀”，钱小明回答道：“有刀
也不怕，我是民警，一起抓住他！”

疾速追赶约300多米之后，钱小明
追上了歹徒徐某，与其展开殊死搏斗。
凶恶的歹徒挥刀向钱小明身上乱砍，钱
小明的脖子被锋利的尖刀砍伤，顿时血
流如注。生死抉择之际，受伤的钱小明
毫不退缩，他左手紧紧抓住歹徒衣领不
放，右手还在奋力夺刀。尖刀直刺向钱
小明的胸口，鲜红的热血喷涌而出，他
因伤势过重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群众和民警合力围捕下，嫌疑人
徐某最终被当场制服。然而，钱小明在
被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因伤势过重壮
烈牺牲。2003年7月1日，钱小明被福
建省人民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同年8

月1日，他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

“从警就要为百姓服务。”从警25
年，钱小明恪尽职守、爱民为民，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

1982年8月份的一个午夜，建瓯百
货公司一名职工报警，有一个精神病患
者持切西瓜的长刀用力打公司大门。正
在值班的钱小明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
不顾个人安危夺下长刀，成功化解险情。

1986年 8月份的一天，钱小明正
要带发高烧的女儿到医院就诊，忽然接
到一起特大凶杀案的出警任务。钱小
明二话没说就赶往案发现场，两天紧张
的办案之后，他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
到家里，躺在地板上一睡就是一整天。

一个个感人至深、令人肃然起敬的
办案故事，记录着一个基层民警在平凡
中坚守、在坚守中创造不平凡的光辉业
绩。“钱小明在基层一线战斗了20多
年，他对犯罪分子疾恶如仇，对老百姓
满怀深情，他甘洒热血铸忠诚的英雄事
迹和为人民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值得
一代代公安民警弘扬和学习。”建瓯市
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文/新华社记者 王 成
（新华社电）

雷宏：舍身救列车

17年前的农历正月初六，一位铁
路民警为了春运旅客列车的安全，用自
己的一腔热血和年轻的生命，避免了一
场重大事故的发生。他就是广州铁路
公安衡阳公安处衡北车站派出所青年
民警雷宏。

雷宏，1979年出生，湖南省衡阳市
人。2001年8月份，雷宏参加公安工
作，在从警554天时间里，累计加班加
点 60余天，先后参与查处治安案件
148起、破获刑事案件13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8名等，为维护站场治安秩序，
保卫铁路运输生产安全作出了贡献。

2003年2月6日下午，雷宏执行线
路安全巡查任务时发现，两名村民推着
一辆摩托车横越铁路，摩托车的前轮卡
在股道中心动弹不得。这时，从北京西

开往广州的T15次列车飞速驶来，村
民弃车而逃。眼看一场车毁人亡的事
故即将发生！危急时刻，雷宏跃上铁
路，将摩托车拖出了股道，及时排除了
险情。此时，L606次列车从另一股道
飞驰而来，两列列车交会所产生的巨大
真空漩涡和冲击力，将尚未站稳的雷宏
撞倒，雷宏当场牺牲。

2003年4月份，中共湖南省委、省人
民政府追认雷宏同志为中共党员、革命烈
士。雷宏先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民铁
道卫士、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路优秀共
青团员、铁路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雷宏牺牲后，衡阳报刊连续推出了
《时代呼唤英雄》《弘扬雷宏精神，争做文
明市民》等系列评论员文章，将雷宏纳入

“建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活动中。雷
宏的英雄事迹也感染了衡阳市当地学
生，衡阳市南华大学专门成立雷宏志愿
者服务队，长期在衡阳火车站、衡阳东高
铁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广州铁路公安
局衡阳公安处每年在清明节、烈士纪念
日都会开展雷宏英烈祭扫活动，并组织
青年民警开展向英烈学习座谈会。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新华社电）

2003年1月份，一位年仅24岁的消防员，为了抢救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在浙江宁波奉化一次扑救火灾战斗中，献出
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人惋惜的是，再过5个月，他就要从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毕业了。

他叫曹国华，1979年3月份出生，浙江金华人。1997年
12月份，怀着对消防员这一职业的崇敬与向往，曹国华在金
华市消防支队东阳大队当了一名消防员。他不畏艰难，刻苦
训练，在火场上敢拼敢上，狠劲十足，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拼命三郎”。

1999年12月份，东阳工艺品厂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火场
上，曹国华主动请缨，带领其他两名消防员，冒着随时都有可
能发生爆炸的危险，从火场中成功抢救出了11只氧气瓶、6
只液化气钢瓶，支队为他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同年12月
份，曹国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0年7月份，曹国华考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
院。2003年1月份，他被分配到宁波市奉化区消防大队实
习。同年1月29日下午3时许，消防大队内警报骤响：奉化一
家羽绒服加工厂起火。曹国华带队赶到现场时，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曹国华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灭火战斗中。

曹国华先指挥司机将消防车沿道路东西走向在上风方
向停好，然后迅速布置警戒，避免过往车辆出事故。布置妥
当后，又赶紧出水灭火。然而，大火越烧越旺，并迅速向周边
蔓延，一支水枪根本无法控制住火势，曹国华连忙跑到消防
车右后侧，打开厢门，用水带接口连接车泵出水，准备接出第
二支水枪灭火。正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当天是阴天，加上浓烟滚滚，现场能见度很差，一辆
违章行驶的车辆开得飞快，撞在了消防车的右尾部，正在
连接水泵阀的曹国华当即被撞飞，弹出了几米远倒在地
上，鲜血直流。队友们赶紧将昏迷的曹国华送到医院紧急
抢救。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顽强的曹国华曾一度从深度昏迷中
苏醒。然而，由于伤口感染引起并发症，2月24日晚，曹国华
反复高烧不退，人再度陷入昏迷之中。经医生抢救无效，医
院于次日凌晨宣布脑死亡。身材魁梧、平时感冒都很少的曹
国华体质非常强壮，在医院宣布脑死亡后，他的心脏仍顽强
地跳了整整4天，直到2月28日晚11时30分才怀着对世界
的无限眷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曹国华受伤及牺牲后，战友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位战友在外地无法抽
身，特地委托其在金华工作的母亲赶往宁波。大家哭着喊着他的名字：“国华，你不
该走！”

曹国华来自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家庭。从小他就秉承了农民子弟的优良
品德。到消防队5年多，曹国华不多的津贴除了补给家用和供弟弟上学外，还向

“希望工程”“保护母亲河”及灾区困难群众捐款1000多元。
2003年3月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授予曹国华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

追记一等功。故乡的山路弯弯曲曲，婆娑的翠竹无法掩去英雄远去的背影。青山
长青，英名永存。 文/新华社记者 唐 弢 （新华社电）

浙江缙云，白云山山路崎岖，却从
未显得那么长。面对在逃的特大持刀
抢劫案犯罪嫌疑人，38岁的刑警杨钢
林毫不犹豫冲上去与之搏斗，被刺断右
腿股动脉后依然坚持追击120余米，终
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经送医院抢救无
效，英勇牺牲。同事赶到现场时，他已
脸色发白，眼睛却死死盯着犯罪嫌疑人
逃走的方向。

这长长的120余米血路，见证了一
名公安民警用忠诚铸就金色盾牌、用生
命守护万家灯火的平凡与伟大。

杨钢林，男，1965年 2月 12日出
生，1988年参加公安工作，1995年6月
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浙江省绍兴市
公安局特警大队民警、越城区分局刑侦
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袍江分局刑侦大
队大队长。1997年至牺牲，破获案件千
余起，其中重特大恶性案件40余起，曾
先后5次荣立个人三等功。2003年3月
22日，杨钢林在追捕持刀抢劫犯罪嫌
疑人时，不幸被歹徒刺中后壮烈牺牲。
同年，杨钢林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称号，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在同事们心中，杨钢林是公认的
“拼命三郎”，每次侦破重大案件均自己
带队。“只要是跟着杨钢林出去执行任
务，我的家人都很放心。”绍兴市公安局
滨海分局政治处主任金文江回忆说，

“遇到危险时杨大队总是说，你们是独
生子女，我家里兄弟姐妹多，我先上！”

黝黑敦实的杨钢林曾是杭州大学
体育系的长跑健将，1988年毕业分配
到绍兴市体委后就被绍兴市公安局相
中。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杨钢林迅
速完成了一个体育生向公安侦查员的
转型，不断摸索各类案件的规律和特
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侦查破案本领。

2001年7月份至8月份，绍兴市连
续发生11起抢劫、强奸、盗窃案件。正在
发烧的杨钢林白天收集材料，晚上巡逻
设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抓到犯罪嫌
疑人后，他又连夜审讯。腹泻不止，脸色
发黄，领导劝他去看病，杨钢林只说一句

“我挺得住”，又带队赶赴江西追逃。
数据无言，见证平安。杨钢林任绍

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刑侦大队重案
中队中队长期间，将10余起凶杀大案
全部侦破，破案提升率和凶杀案破案率
均列全市第一；到袍江分局后，他又带
队将分局成立以来发生的六类重大恶
性案件全部侦破。他时时处处以人民
的利益为重，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
老百姓，受到普遍赞誉。

这么一个让罪犯闻风丧胆的“煞
神”，却是同事、妻儿眼中的“暖男”。“每
次钢林出差都会给队员家属带一点小
礼物，还经常担当他们家庭矛盾的和事
佬。他常说，干刑警最重要的就是要得
到家人的理解。”杨钢林妻子赵梅清的
手机中至今保存着丈夫发来的最后一
条信息：女儿两天后就生日了，我一定
赶回家，等我！

杨钢林没能及时赶回，但他的精神
却永远陪伴着那些爱他的人。女儿杨
壹如今也穿上了警服，从事公安宣传工
作。“公安工作充满了艰辛和压力，能记
录民警事迹，成为见证者和宣传者，是
我怀念爸爸的一种方式。”

“你的爱足以支撑着我走完自己的
路。”杨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

“狗尾巴草似的我虽然不能那么的多姿
多彩，但一定会坚强昂首挺胸地走下
去。”这个懂事的姑娘时刻不忘“我要替
爸爸好好照顾妈妈”的承诺——赵梅清
每年生日都会收到精心准备的礼物，一
如杨钢林在世时。

杨钢林壮烈牺牲后，他生前工作的
袍江分局特地设立杨钢林纪念馆以展
示其英雄事迹。2018年，因行政区划
调整，袍江分局并入越城区分局，但对
英雄的学习从未停止。杨钢林纪念馆
不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还得到了进一
步完善，成为传承和发扬英雄精神的重
要载体。 文/新华社记者 马 剑

（新华社电）

虽然已经过去了17年，同事陈罡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
赶到的时候，老陈靠坐在那片矮平房的
门口，身体状况很差。我上前扶住他问
道，老陈，怎么了？他努力鼓起力气说，
别管我，老季还在里面……没想到，这
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老陈满心憧
憬搬进新房子后开启新生活，却没能等
到那一天。”

2003年2月8日，那是春节假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陈卫国像往常一样，
提早来到单位——上海市浦东公安分
局金杨新村警察署上班。大街上依然
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气氛，美好而平静。

下午14时30分，金杨新村警察署
接到报警，称辖区南石桥一民宅内有人
组织卖淫。陈卫国和战友季心开立即驾
车赶了过去。现场是一间低矮的平房，
光线昏暗。陈卫国和季心开一进门，就
当场查获4名违法人员。他们正准备带
4人回去接受审查时，突然遭到团伙成
员刘某、韩某等3人从背后的突然袭击。

其间，陈卫国被韩某用砖块猛烈砸击
头部，倒在了墙角。但意志顽强的陈卫国
支撑着摸出随身携带的电台，竭尽全力发
出增援请求：“快，快派人来。不能让坏人
逃走！”歹徒听到陈卫国在用电台报警，惊
慌失措，气急败坏，下了毒手……

英雄倒在了血泊中，歹徒们仓皇
出逃。

面对赶来增援的战友，陈卫国说了
一句“别管我，老季还在里面”便昏厥过
去。2003年2月12日11时17分，陈
卫国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年仅45岁。

十年后，老陈的儿子陈冬尔从沈阳
刑警学院毕业，考入了上海市公安局刑
侦总队。子承父业，无怨无悔。

“父亲是我心中的英雄和榜样，我
要努力使自己在‘特别能战斗’的刑侦
队伍中成长起来，有朝一日能站在父亲
墓前骄傲地向他说出我的刑警故事。”
陈冬尔说。

“陈卫国是个非常踏实的人，做事情
认真仔细、有始有终。他常说‘做人就得一
笔一画’。”当时和陈卫国一同出警并身负
重伤的季心开对记者说，“当时我刚调来
金杨警署不久，跟卫国搭档半年多，关系
很好。出事那天，其实卫国还在感冒，但一
听到报警指令，还是二话不说往前冲。”

热心，是陈卫国的标签之一。他帮助
过无助的父母找到了离家出走的高中生；
也救助过被热油烫伤且举目无亲的打工
女孩……多做少说，也是陈卫国的标签。

文/新华社记者 朱 翃
（据新华社电）

陈卫国：重伤时仍惦记同事

李晓红生前系武警北京市总队医
院内二科主治医师。2003年 3月 25
日，该院收治一名“非典”患者，她深知
这种病的传染性和危险性，但仍以一名
医护人员崇高职业操守，义无反顾担负
起救治患者的重任，连续奋战6天，因
劳累过度不幸感染病毒。

2003年4月16日凌晨，李晓红倒
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年轻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28岁，成为第一个倒在救治

“非典”患者第一线的军队医务工作者。
就在李晓红殉职20天前的那个上

午，她所在科室接诊了全院首例“非典”患
者。同在医院从事医务工作的丈夫考虑那
段时间妻子工作疲劳，劝她休息几天。

李晓红说：“我是一名军医，怎么能
临阵逃脱呢！”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与科里医务

人员一起分析病情，采取救治措施，亲
自为那名“非典”患者体检、诊治。

然而，人们不愿看到的一幕还是发
生了！

尽管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在
收治那位“非典”病人5天后，过度疲劳
的李晓红不幸被“非典”病毒感染。

4月6日这天，李晓红病情加重，每
说一句话都要喘好一阵儿。院里决定
将她转到条件较好的医院。李晓红得
知后，艰难地说：“我年轻，免疫力好，还
是先转比我病情更重的病人吧！”

作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医师，在自身
病重危急之时，心中想的依然是病人。

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的李晓红，考
虑更多的是一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责
任——如何战胜“非典”。

直到被报病危，无法用语言和医生交
流，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笔艰难地在
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

几天后，病魔夺走了这名白衣天使
年轻的生命。

李晓红病逝后，被中央组织部追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武警北京市
总队为她追记一等功，并批准她为革命
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刘 新 侯松松
（据新华社电）

李晓红：英雄从未走远

叶欣，1956年出生于广东徐闻一
个医学世家。1974年，叶欣被招进广
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
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叶欣
被留院工作。1983年，叶欣被提升为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护士
长。

急诊科是广东省中医院最大的护
理单位，下设120、补液室、抽血室、注
射室、留观室、治疗室六个部门。叶欣
在急诊科一干就是几十年。每当急诊
科有传染性疾病患者前来急诊时，叶欣
都是冲在前面。1996年叶欣加入中国
共产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
秀护士”“优秀护士长”。

叶欣在担任护士长期间，刻苦钻研
新知识。1995年，论文《甲黄膜液对褥

疮治疗护理的应用研究》获广东省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直到去世
前，叶欣共发表论文13篇。

2003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
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
行。2月份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
沙急诊科就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
典”的病人，最多时一天5人。

3月4日中午，极度疲倦的叶欣开
始出现发热症状，后确诊染上了非典型
性肺炎。2003年3月25日1：30，就在
叶欣最后抢救、也是传染给她“非典”的
那位患者健康出院后不到一个星期，叶
欣永远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岗位、战友和
亲人，享年47岁。

2003年4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
《永远的白衣战士——追记广东省中医
院护士长叶欣》的通讯，讲述了叶欣护
士长不顾个人安危顽强抗击“非典”的
感人事迹。

叶欣走了，但仿佛从未走远。每逢
清明节，广东省中医院都会组织医务人
员前往叶欣烈士墓祭扫。为弘扬叶欣
精神，广东省中医院把3月25日确立
为“叶欣纪念日”。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

叶欣：永远的白衣战士

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内，医生和
护士脚步匆忙，一有病人被救护车送
来，他们便立刻投入到紧急的抢救中
去。“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顾不上自
己，脑子里想的都是病人。”急诊科主任
李彩霞说。

“脑子里想的都是病人。”原山西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梁世奎就是这
样做的，并因此献出了生命。

梁世奎，生于1946年，父亲在他三
个月大时，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2003年，是“非典”肆虐的一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身为一名糖尿
病、高血压病人，梁世奎明知随时都有
被感染的危险，但却没有退缩，始终坚
持战斗在与“非典”斗争的第一线。

3月23日，一位患者来到急诊室。

后来，这名患者病情转危，呼吸窘迫，生
命垂危，必须切开气管给氧治疗。稍有
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气管切开后，积
蓄胸腔的病毒会大量涌出，在场者被感
染的概率很高。深知病况凶险的梁世
奎，依然冲在第一线，采集患者病史，组
织专家会诊，实施治疗方案。正是这一
次救治，使他不幸身染病毒。

住院期间，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
争。当山西省政府、卫生厅和医院的领
导先后慰问他时，他心中挂念的还是其
他病人和他的战友，请领导转达对他们
的问候。4月24日上午8时10分，梁
世奎同志因抢救无效光荣殉职。

“梁世奎主任是一个非常善良、慈
祥和蔼的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非
常难过。”李彩霞也是“非典”期间被感
染的一名医护人员，身体恢复后，她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在急诊科这个

“急难险重”的科室一直干到现在。
李彩霞说：“如今的急诊科医护人

员虽已历经数代更替，但梁世奎主任的
精神却在一代又一代急诊人的心里不
断坚守与传承——坚守着医者的初心，
传承着‘以患者心为心’的仁心。”

文/新华社记者 王菲菲
（据新华社电）

梁世奎：脑子里想的都是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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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钢林：彰显不灭警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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