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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任长霞生于1964年，河南省睢县人。
1983年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
中原分局从事预审工作。1992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是登封市公安局局长。

从警21年，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
和安危放在心上，忠诚履职尽责，守护一方
平安，赢得群众广泛赞誉。任长霞曾多次立
功受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
警察等各种荣誉称号40余次。

过硬的业务素质、强烈的责任心，使任何
嫌犯都休想从任长霞手下溜走。据统计，任长
霞在中原分局预审科工作期间，共挖余罪、破

积案1072起，追捕犯罪嫌疑人950余人，创
造了河南公安预审史上无可比拟的成绩。

2001年4月，任长霞被任命为登封市公
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第
一位女公安局长。由于当地各类积案堆积严
重，任长霞组织“百日破案会战”。特别是面对
在登封白沙湖畔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打杀无
辜、民愤极大的王松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时，
任长霞通过缜密侦查、巧施计策，组织干警将
王松及其65名团伙成员全部收入法网。由于
大案要案和疑难案件被接连攻克，当地群众
拍手称快，都说登封来了一位“女神警”。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郑州市
公安局汇报完工作，连夜赶回登封部署一起
重大案件侦破工作，途中，不幸遭遇车祸牺
牲，年仅40岁。2004年5月1日，被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2019年9
月，她又荣获“最美奋斗者”。

任长霞安葬在登封市连天公墓，每年登
封市公安局都会组织民警开展祭奠活动，缅
怀任长霞光辉事迹，弘扬任长霞精神。

文/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据新华社电）

任长霞：人民爱戴的忠诚卫士

杨业功，1945年 2月出生，湖北应城
人。1963年8月入伍，1966年2月入党，生
前系原第二炮兵副参谋长。2004年7月，
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业功常说，“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所以要以“坚持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抓战
备、搞训练。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立新时
期军事战略方针后，杨业功担负起筹建我军
历史上第一支新型导弹部队的重任。这项
任务十分艰巨：没有阵地、缺少装备、人才不
足；全新的部队、全新的装备需要全新的建
设思路、训练模式；新型导弹还在研制中，但
导弹旅的组建和训练任务却必须赶在导弹
研制成功前完成……

杨业功从基地挑选11名精英组成集训
队，为节省经费，他把地方废弃的厂房车间作
为部队的营房。在专业训练的同时，队员们修

道路、整地坪、筑围墙，用双手搭建了自己的
大本营。在杨业功的带领下，队伍不断壮大。

当时，新型导弹还未研制成功，集训队
没有教材大纲，于是杨业功带着集训队员们
跑遍全国导弹生产厂家和科研所学习。白
天，他们在车间给师傅们打下手，将图纸与
数据记录下来，晚上再仔细做好工作笔记。
在此基础上，他们编出了一套专业教程。

1995年，在我国东南海域进行的一次
重大军事演习中，已经形成作战能力的这支
新型导弹部队奉命进行导弹发射演练，以6
发6中的战绩，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
决心和意图。杨业功在演习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荣立二等功。

那些天，杨业功白天实地勘察，晚上图
上作业，在酷暑天里带病组织部队抢修发射
场坪。演习结束后，他累倒了，在野战卫生
所的帐篷里输了一天液。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军41载，杨业
功始终心系导弹事业的发展，以高昂的精神
状态拼命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2005年，中央军委追授杨业功“忠诚履
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2006年，
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杨业功列为全军挂像英
模，其画像与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
云、雷锋、苏宁、李向群一起悬挂在全军连级
单位俱乐部。

文/新华社记者 乐文婉
（据新华社电）

杨业功：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山洪暴发、群众被困，千钧一发之际，他
主动请缨，第一个跳上冲锋舟实施救援。当
载有群众的冲锋舟在湍流中失控之际，他指
挥若定，6名群众一一跳船脱险，自己壮烈
牺牲，年仅23岁。

他叫郑忠华，原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消
防大队一中队一班班长。入伍5年间，他曾
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受到部
队各级嘉奖。2004年11月，国务院、中央
军委追授郑忠华“抢险救援勇士”荣誉称号。

2004年7月7日，持续遭受暴雨侵袭的
将乐县山洪暴涨。时近中午，万安镇6名群
众为了不让捞沙船被洪水冲走，冒着暴雨牵
绑固定船只。洪水汹涌而至，6人来不及逃
生，被困在洪水中央的一个小沙洲上，迅猛
上涨的洪水随时可能吞噬他们的生命。

将乐消防大队官兵火速到达现场，指挥
员决定调用冲锋舟渡河救人，郑忠华第一个
跳上冲锋舟。然而，装载被困群众的冲锋舟
返程时发动机突然熄火，失去控制，急速往
下冲去。郑忠华用竹篙奋力钩住岸边小树
干以稳住冲锋舟，并指挥帮助6名村民跳
船，成功上岸脱险。突然，小树彻底断裂，郑

忠华跳水后奋力向岸边游去，不幸被洪峰卷
入大坝下……

“青春，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多少同龄
人过着五彩缤纷的生活，而我选择了终日与
水枪相伴，随时听从召唤。为国家财产和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赴汤蹈火，我无怨无悔。”在
整理郑忠华的遗物时，战友们在他的笔记本
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1999年12月入伍以来，郑忠华在历次
灭火和抢险救援行动中始终冲在第一线。
车祸转移伤员、洪灾突击抢救……在一次次
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用自己的血肉
之躯为人民群众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郑忠华离开了，但“忠华精神”代代相
传。近年来，将乐县消防救援大队以“抢险
救援勇士”郑忠华为榜样，设立了全国首个
以消防员名字命名的郑忠华消防救援站、忠
华文明岗、忠华班，广泛开展“学英雄见行
动”活动。在“忠华精神”引领下，涌现了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黄俊銮、“福建青年五四
奖章标兵”钟声等一批优秀党员。

文/新华社记者 王 成
（新华社电）

郑忠华：舍己救人的抢险救援勇士

于化虎，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
文山后村，1940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带领民兵以自制
的踏雷、绊雷、连环雷等20多种地雷为主要
武器，有力地打击日寇，威震胶东。

1943年 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
山后村，时任民兵队长于化虎率领爆破组在
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炸死炸
伤前来袭击的日军17人。几天后，他又带
领民兵在村子周围埋下数百颗自制地雷，诱
敌进入雷区，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1944年春，驻青岛的日军对盆子山抗
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于化虎带领民兵在
村西野虎山下埋设20多颗子母雷，炸死炸
伤日伪军40多人。黔驴技穷的日军从青岛
调来了工兵和探雷器。于化虎和民兵们针
锋相对，制成夹子雷、头发丝雷和梅花雷等
防排雷。同年夏，于化虎带着4颗25斤重

的大地雷，潜入敌人据点，埋设在日军集合
点名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日军出操时踩响
地雷，炸死炸伤30多人。

1945年夏的一天，日伪军集结400多
人，对周围村庄进行扫荡。于化虎组织民
兵，化装混入敌人内部，活捉14名伪军士
兵，并穿上伪军服装进村布雷。然后他们撤
出村，开枪诱敌上钩。敌人慌乱中互相射
击，地雷遍地开花，死伤47人。

于化虎和他的民兵地雷战，在胶东一带
威名大振。1944年10月，于化虎等5人受
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给民兵骨干传授制
雷、布雷技术，开展历时4个多月的地雷战。

到抗战胜利时，于化虎亲手培养起来的
爆炸模范有20多名，会使用5种以上地雷的
爆炸能手多达1400多人。在参加抗战的5年
时间里，于化虎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171
人，制雷、布雷技术闻名胶东地区。1945年，于
化虎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军区授予
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抗战胜利后，于化虎
带领民兵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率领部队到
即墨、崂山一带配合当地政府开辟新解放区。

1949年，于化虎根据组织的安排回到
老家文山后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04
年，于化虎去世，但他和其他地雷战英雄的
事迹一直流传。

文/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据新华社电）

于化虎：“爆炸大王”威名扬

“我的大哥李启明十几岁就离开家乡，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到新中国成立，久经考验，可以说为国家
的情报和公安事业奉献了一生。”李新明这
样评价自己的堂兄。

李启明，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
一个旧职员家庭，从小接受教育，聪慧过人。
1929年，李启明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
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
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并开始参加共产党外
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
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
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
玉祥举办的汾阳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
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

情报战线强调“智谋”，而李启明的聪明
才智正适于搞情报。1937年9月，李启明奉

命任西北保卫局茶坊检查站站长。1938年6
月参加保安处七里铺侦察情报训练班第一
期学习，期间曾去瓦窑堡开展情报工作。
1939年奉命组建绥德外勤组，任组长。1941
年又奉命建立靖边外勤组，仍任组长。1942
年调回延安，任保安处情报科员。1943年春
保安处成立情报科，任科长。1946年7月任
保安处副处长。1949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
政府公安厅副厅长，并主持公安厅工作。

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年轻有
为，功勋卓著，是陕甘宁边区公安情报保卫
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启明继续活跃在公安
战线上。1950年1月至1954年10月，任西
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
会公安局局长。西北大区撤销后，历任陕西
省委常委兼陕西省公安厅厅长、陕西省委常
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代省长兼省公安厅
厅长、陕西省省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李
启明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押审
查，下放工厂劳动。1977年8月恢复工作，
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省
政协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启明后来
担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 12月19日，李启明在北京病
逝，享年93岁。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皓
（新华社电）

李启明：为公安情报工作奉献一生

吴光林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人，汉
族，大专文化。1992年参加公安工作，2004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凤庆县公安局
禁毒大队侦查中队中队长、副大队长。

12年间，吴光林始终战斗在禁毒工作
第一线。面对急难险重，他毅然冲锋在前。
他曾在毒贩拖着战友跳江的瞬间，救下战友
性命；曾在战友被毒贩用枪顶头的时刻，跃
起制服毒贩；曾只身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卧
底，缴获大量毒品。威猛如此的他，也有温
情一面：乡村学校的课桌被偷，他会赶十几
里山路追回桌子；抓获毒贩时，自己掏钱为
毒贩生病的妻子治病；目睹村民生活困窘，
他资助村民学习栽桑养蚕……

12年间，家人为他担惊受怕，多次劝他
换工作，他的选择始终不变。考虑到他长期
从事禁毒工作，领导想给他换个岗位，被他
明确拒绝。他说：“禁毒工作危险，我知道，

但再危险，也要有人做。”
2004年8月30日，禁毒大队获知：有两

名携带毒品的可疑人员将从小湾镇岔江渡
口经过。吴光林与两名民警前去堵卡查
缉。傍晚6时30分赶到设伏点，晚上8时
30分，他们发现有两个黑影向设伏点走
来。考虑到这条路是当地主要通道，群众往
来频繁，为甄别两人身份，吴光林和战友选
择了与他们正面接触。三人包抄上去堵住
对方去路后，吴光林大喊：“我们是公安局
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对方突然向他
开枪，将吴光林击倒在地。

周围群众听到枪声配合民警对负伤毒
贩进行围困。第二天凌晨，赶来增援的公安
民警和武警官兵搜索后抓获了这名毒贩，当
场缴获了一支手枪、一枚手榴弹、若干子弹
和4385克海洛因。9月7日，警方围捕另一名
逃跑的毒贩时将其当场击毙，缴获了一支手
枪、一把匕首、若干子弹和4650克海洛因。

吴光林牺牲前获得的荣誉并不多，这是
因为每次请功受奖时，他总是推让，自己是
队领导、自己没有跟毒贩直接枪战、出差没
时间填表……2004年12月，吴光林被云南
省人民政府追授为“缉毒英雄”，并批准为

“革命烈士”，后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
范。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研
（据新华社电）

吴光林：见危险就上，见好处就让

王庆平，原上海警备区司令
部通信站副政治教导员。2005
年2月22日，王庆平组织官兵进
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一名战
士在投掷第二枚手榴弹时，弹体
不慎脱手，落在身体右后侧约1
米处，手榴弹冒着青烟。面对猝
不及防的险情，被惊呆的战士下
意识地蹲在了地上。

王庆平一个箭步跨上前，双
手用力拽住他往隐蔽壕方向拉。

因战士重心太低，王庆平第一次用力拉拽没有成功。生死关头，
王庆平毫不犹豫向右跨出一大步，扑向战士的右后侧，用自己身
体护住他，并使出全力将他向隐蔽壕方向推去……

轰！一声爆炸声后，战士得救了，6枚弹片却击中了躲闪不
及的王庆平。虽经全力抢救，35岁的王庆平终因伤势过重，壮
烈牺牲。

王庆平曾多次组织过投掷实弹训练，他很清楚手榴弹的爆
炸时间。当时，隐蔽壕就在身旁，只要往左跨一步就能安然无
恙。然而，保护战士的意识胜过了自己求生的本能。生死危急
一瞬间，他果断地做出了选择。

王庆平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
从军18年，王庆平2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

突击手”，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当干部13年，换了6个
不同岗位，都干得非常出色：任通信站连指导员时，把一个连续
6年没有评上先进的单位当年带入先进的行列；任连长期间，带
领连队先后荣立1次集体三等功，2次集体二等功，年年被评为
先进连队。他组织研发的“我爱背号码”软件，被上海警备区评
为科技练兵成果一等奖；用电脑绘制的“通信路由图”，成为驻沪
部队通信系统的“神经中枢图”；带领战士研发的“电源远端监控
报警系统”将工作效率提高20倍……

王庆平作为一线带兵人，始终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新
兵初来，家人能收到王庆平精心拍摄的照片；老兵退伍时，能拿
到他平时用心积累的军营生活照片和录像。每年除夕夜，他坚
持和官兵一起吃年夜饭，到哨位、机房向值勤官兵嘘寒问暖。他
在通信站创办文化夜校，请地方学校的老师给战士辅导文化课；
战士们缺少学习资料，他联系办理集体借阅证；战士们想学电
脑，他成立“连队电脑培训中心”，连队多人考取了军校，有近百
名战士取得了中专以上文凭。

“学庆平，爱岗敬业砺精兵；做庆平，三尺机台创佳绩；学庆
平，勇于磨炼，打造通信保障精兵；励斗志，团结拼搏建设全面过
硬连队”。在王庆平生前所在部队，学英雄、做英雄的接力棒在
一茬茬官兵中传承……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据新华社电）

王庆平：谱写英雄壮歌

“他身穿警服靠在墙边，紧握着手
枪，枪口指向前方。”李觉多见到二弟李
觉荣最后一面时，他仍保持着战斗的姿
势。

李觉荣，1969年2月出生于海南省
儋州市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加入公
安队伍，生前历任儋州市公安局大成、东
成派出所民警，原兰训派出所副所长，王
五派出所所长，从警15年一直战斗在基
层一线。

从2000年至2004年，以何振堂、何
登天为首的持枪抢劫犯罪集团在儋州中
北部疯狂作案17起，杀人、抢劫、盗窃、
贩卖枪支，无恶不作，民愤极大。

2005年10月29日晚7时许，按照
儋州市公安局的部署，李觉荣和4名抓
捕队员对何登天实施抓捕。晚8时10
分，他们赶到儋州市木棠镇新河村东方
小学旁诊所后面的一间小屋实施抓捕
时，何登天正与几名村民一起吃饭喝
酒。见民警冲进来，丧心病狂的何登天
引爆随身携带的两枚军用手榴弹。在万
分危急时刻，为了保护战友和在场无辜
群众的生命安全，李觉荣猛扑过去，在将
何登天按倒的瞬间，手榴弹爆炸，李觉荣
壮烈牺牲，献出了年仅36岁的生命。

李觉荣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为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被海南省人民政
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当地群众反映，李觉荣生前对来
办事的群众总是热心接待，以最快的速
度帮他们把事情办好。他在兰训工作了
6年半时间，经常下乡，但从不到群众家
里吃饭。因为他知道当地气候干旱，农
民生活困难。

李觉荣牺牲后第3天的吊唁现场，
来了一位瘦小的老人趴在棺木旁大哭。
老人激动地说：“若不是李所长，我早就
死了。”老人名叫黎有真，2003年7月的
一天，他旧病发作，头部疼痛难忍，赶紧让侄子去医院买药。他
的侄子恰好遇到也来就医的李觉荣。李觉荣了解情况后，不顾
自己的病痛，匆匆赶到老人家里，将已经昏迷不醒的老人送到医
院。医生说，要是再耽误半小时，老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儋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特警支队支队长林耀盛在李觉荣
牺牲后，接任王五派出所所长。他说，李觉荣曾数次参加抓捕持
械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挺身而出制止5宗重大群体性械斗事件，
他最可贵的是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一直在
儋州公安队伍中传承不息。

“无论何时，一线干警都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都敢于牺
牲自己。二弟以前是这样，现在的民警也是这样。”李觉多说。

文/新华社记者 刘 邓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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