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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忠利：纵身一跃感天地
原沈阳军区某边防团代理排长

邰忠利，为救落水群众纵身一跃，将
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

2009年8月9日下午，邰忠利与
几名战友沿江巡逻时，突然听到有人
落水的呼救声。他迅速冲向出事地
点，纵身跳入大江。几经周折，他用
尽全身力气将男青年托出水面。

后来，落水青年张文礼得救了，
邰忠利却被江水卷走。

整理烈士事迹的时候发现，当兵
仅3年的邰忠利曾有过多次救人壮
举——

2006年10月，邰忠利乘长途车返
回连队。一名乘客突发脑溢血，邰忠利
立即把他送进医院，用身上仅有的500
元钱交了住院押金，还在住院单“与患
者关系”一栏上郑重填上“亲人”。

2007年 4月，村民王春水家失
火。正在执勤的邰忠利冲进屋中，把
王春水卧病在床的妻子背了出来，然
后抓起水桶把水泼在身上，爬上房顶
扑火。火熄了，邰忠利脸上、脚面、手
臂却被烫起一大片水泡。

2007年8月，4岁男孩蒋鹏滑到
了江中。邰忠利正好巡逻归来，立即
跳进江里把孩子救上了岸……

邰忠利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家庭，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了他的忠孝
仁爱。上学时，他先后获得了“红领
巾雏鹰证章”“学习章”“环保章”“自
理章”“劳动章”“自护章”等奖章。投
身军营后，他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前
进方向，在全团推广了10种训法成
果、培养出14名优秀士兵、带出两个

“枪炮全能班”。
壮士已逝，精神不朽。
英雄走后，孩子们用点燃的白蜡

烛在江堤上摆成“心”形图案。社会
各界敬献的花圈绵延数百米，人们在
雨中扯出“生命的丰碑，永远的感动”

“英雄战士邰忠利，人民好儿子一路
走好”等横幅，赶来送英雄最后一程。

至今，每逢清明、公祭日，英雄牺
牲地的广大军民和他家乡的各族群众
都会以不同方式深切缅怀这位英雄。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据新华社电）

张磊：勇斗凶徒 壮烈牺牲
面对凶犯明晃晃的尖刀，民警张磊选择

迎危而上，身负重伤后仍然奋力追击，最终倒
在缉凶路上。

张磊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
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任安徽省芜湖市
繁昌县公安局横山派出所民警。

2010年7月18日，繁昌县繁阳镇三元村
河沿组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高某持刀杀死两人后潜逃。在县局专案组安
排下，张磊与同事对犯罪嫌疑人可能藏身的
山林进行布控围捕、蹲点守候。这一围就是
11天，张磊每天仅睡上三四个小时又投入
战斗。

7月29日下午，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有
一名疑似犯罪嫌疑人的人在围捕区附近出现，
所有参战民警立即进入战斗岗位，对该区进行
地毯式搜索和蹲守堵截。张磊主动请缨，要求
前往三元村一带蹲守，他说自己是这个责任区
民警，对高某比较了解。按照部署，张磊与两
名同事蹲守在高某堂弟家路口。

当晚10时许，蹲守路段出现一名骑自行
车的男子，张磊迅速用强光手电向骑车人照
去，发现此人就是犯罪嫌疑人高某。

“站住！”张磊大声喝令，高某闻声后加速

向前逃窜，张磊和同事们迅速追赶。追出约
100米后，张磊将犯罪嫌疑人从自行车上拽
下，高某拒捕，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向张磊背部
猛扎一刀。

被扎后张磊跌倒在地，高某随即挣脱控
制，继续逃窜。张磊见状，忍着伤痛从地上爬
起来，与同事们紧追不舍，并提醒同事：“我中
刀了，他身上有刀！”

追出30多米后，张磊终因伤势过重再次
倒下。另外两名民警冲上前去将高某制服。
在被紧急送往县医院途中，张磊还关切地问同
事：“人可抓到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昏迷
了过去。张磊再次醒来时，气息微弱地留下最
后一句话：“我不能走，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就
这样，张磊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010年8月，张磊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追
认批准为“革命烈士”。当年，被中共安徽省
委追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安徽省
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表彰为首届“全省优秀政法干警”。
2011年1月，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陈 诺
（据新华社电）

张良，生于1985年，生前是大连
消防支队战勤保障大队三班班长。
2010年7月16日18时12分，大连
市大孤山新港码头保税区油罐管线
爆炸起火，港区内部分油罐、二甲苯
等危险化学品罐区不断有流淌火逼
近，一旦失控，对整个罐区甚至开发
区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控制、消灭石油化工火灾，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充足的供水和
灭火药剂。张良负责的就是整个火
场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为前方作
战提供稳定、高效的供水。

在火场环境极度危险、极度复杂
的情况下，班长张良带领供水人员占领
大连新港街道南海屯南海码头，迅速安
放好浮艇泵，铺设好供水管线。短短
40分钟，一条近2公里长的供水管线铺
设完毕，每分钟8000升的供水量使得
灭火一线的“弹药”得到充足补给。

由于原油泄漏到海面，浮艇泵
在抽进海水的过程中，大量油污、海
草也被吸附在了过滤罩上，一旦过
滤罩堵塞严重，抽水量将受到严重
影响。为确保前方不间断供水，张
良每个小时都跳到海水里去清理过
滤罩上的杂物，每次清污结束上岸，
张良的身上如同穿上了一件“油污
外套”。400斤的浮艇泵在手中反
复清理，背部被锋利的礁石划开伤
口，海水浸泡伤痕累累的伤口蜇得

人钻心疼痛，张良和战友们依然坚
持，坚持，再坚持。

7月19日19时，总指挥部决定
发起最后总攻，消灭所有隐患。张良
接到命令，要把远程供水水带铺到罐
区内，争取20日一次性解决战斗。从
19日21时开始，张良和战友们重新
开始铺设供水管线，直到20日凌晨
2时，他们才回到海边的阵地休息。

20日清晨，在海面风力达8到9
级的情况下，张良为了保证前方不间
断供水，不顾个人安危，用安全绳固
定渔船钢索后，再次进入海中清理浮
艇泵。突然海面一个巨浪将他吞没，
张良不幸壮烈牺牲。

张良牺牲时年仅25岁，入伍7
年，先后三次受到上级嘉奖，多次被
评为优秀士兵，共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900余次，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作出突出贡献。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铮 郭 翔
（据新华社电）

张良：抢险救灾勇争先

陈锡华，1975年9月出生，贵州
仁怀人，中共党员，是原云南边防总
队保山支队侦查队教导员。1994年
12月，以优异成绩被贵州师范大学
录取的陈锡华，毅然弃笔从戎，投入
到禁毒事业中。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
公安边防部队是缉毒一线的主力军，
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011年 10月 22日，保山支队
在执行“清网行动”抓捕任务过程中
获悉，在逃毒贩排某出现在芒市木康
村一带。当日11时许，陈锡华带领
专案组民警赶赴毒贩藏匿地。11时
30分许，他和侦查员搜索至木康小
学后面，发现一名男子蹲伏于电站引
水河边的草丛中。

陈锡华当即判断，此人就是在逃
毒贩。陈锡华一个箭步迎上，迅速将
毒贩扑倒在地，紧紧抱住他，丧心病
狂的毒贩疯狂击打陈锡华头部。搏
斗中，两人沿着近40度的堤坡翻滚
着坠入了湍急的电站引水河中。

12时20分许，群众在距两人落

水处约3公里外的拦沙网处发现陈
锡华的遗体。陈锡华的额头、颈部、
右膝、手臂等遍布伤痕，在毒贩疯狂
施暴的过程中，他一直死死抱住毒贩
没有放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战友们眼中，陈锡华是一个勇
挑重担的人。他常说，在缉毒战线，
靠的是机智、冷静和沉着。每次外出
办案，他总是冲在最危险的前沿，与
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周旋，斗智斗
勇，团结战友出色地完成一个又一个
侦查任务。

在保山支队工作的17年间，他
先后参与侦办贩毒案件327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359名，缴获毒品468.1
公斤。

如今，陈锡华生前服役的单位已
经改制为国家移民管理体系，并更名
为保山边境管理支队。

“他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忠诚，
用热血践行了使命。”保山边境管理
支队副支队长寸松柏说。

文/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据新华社电）

陈锡华：用热血践行使命

时针拨回十年前，2010年1月13日凌晨
5时50分，公安部指挥中心收到消息：海地
发生强地震，位于首都太子港的联合国驻海
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坍塌，正在大楼内开
会的我方8名维和队员全部失去联系。

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正在海地执行国
际维和任务的8名中国警察，在地震中全部
遇难。

1月19日，8名烈士的灵柩由专机接运
回国。

怀揣忠诚之心，肩负使命重托，他们出色
地完成了一项项任务，用生命铸就了维和的
利剑。十年匆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这8
名可亲可敬的战友——

朱晓平，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原局长，由
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心脏搭上了支
架。2003年冬天，他奉命带领公安部工作组
在新疆工作期间，冒严寒、顶风雪，3个月行程
近3万公里，走遍了新疆全部地市州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10个师，深入43个县级公安机
关、11个公安边防支队和112个基层所队，对
当地公安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督导调研。

郭宝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原副局长。
临近退休，他也没有放松，说要站好最后一班
岗。此次赴海地前，他说要好好地去看望这
支队伍。到达任务区后，他经常实地考察，随
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王树林，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原调研员，
在公安装备战线工作了整整30年，无论研
发、列装、推广、培训还是仓储等业务样样
精通，为公安现代化装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此次赴海地执行任务，领导担心他的身
体不能承受长途飞行，他果断地说：“组织信
任我，我就去。”

李晓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维和警察工作
处原主任科员，当时是我赴东帝汶第三批维和
警察中的一员，身份是维和警队副队长。当时，
他只有26岁。此前，李晓明在全国范围内的维
和警察选拔考试中，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和警
务技能给领导和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化宇，公安部警务保障局政府采购工
作处原副处长。一次在设备合同谈判时，一
家很有背景的公司口出狂言：“尾数就不要再

砍了，我花8000块钱请你们好好吃一顿。”赵
化宇义正词严地说：“我吃一碗面才6块钱，
心安理得，踏踏实实。”这次谈判为国家节省
了近25万元。

李钦，原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司令部参
谋长，曾多年战斗在缉毒一线，组织破获多起
毒品大案。2005年11月，他率领专案组赴
缅甸千里追踪，抓捕国际大毒枭韩永万归案，
缴获海洛因700余千克和大批枪支弹药，荣
立一等功。

和志虹，原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昆明边
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政治教导员。作为联
络官，她在每一次外事活动中都充分展示了中
国维和警察的专业素质，在维和同行中赢得了
较高声誉。“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
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这
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钟荐勤，原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
部宣传文化处干事。在第六支维和警察防
暴队驻扎海地的8个月期间，他在中央、省、
市媒体共发稿286篇，其中播发电视专题片
14部。他拍摄了很多人的身影，却没能亲手
拍摄过女儿的笑脸，甚至从没亲手摸过一次
孩子的脸，永别在女儿出生后第210天。

文/新华社记者 熊 丰 王 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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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林 李晓明

赵化宇 李 钦

和志虹 钟荐勤

刘义权这一生，做了3件事：扩
充和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制定形
成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制度，为中美军
事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刘义权，四川德阳人，1968年入
伍，原解放军档案馆馆员，被授予“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获得解放
军档案馆专业最高奖——“兰台奖”
特等奖，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从事档案工作38年，刘义权的
脚步遍及300多个县市，征集和接收
了83万多份我军历史档案，涵盖我
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涉及
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
面面。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手迹，有各个时期
的作战文书、命令，有红十三军、红军
平汉线游击队等红军零散部队的档
案珍品等，大大扩充了我军档案资源
体系。

借助这些档案，查找出近万名我
军失踪和牺牲人员的下落线索。

中美两军档案合作拉开序幕时，
刘义权已经退休。因具有查询我军失
踪和牺牲人员档案的经验，他被返聘为
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专家成员。

这期间，刘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
晚期。得知病情后，他对馆里领导提出
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声张，他要把剩下的

档案全部查完。“我是个唯物主义者，
对生死看得很明白。”刘义权说，“如
果我累死了，那也是我自愿的。”

经过两次手术后，刘义权又坚持
工作了8个月，完成5000多份档案
的查阅。查找出的涉美档案信息，对
美方查找朝鲜战争前后失踪人员下
落提供了重要线索，推进了美方战俘
和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为推动中美
两军务实性合作作出了贡献。

2010年1月28日，刘义权病逝。
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和不同形
式，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也永远铭记
这位“军档收集第一人”——“他置身
于浩如烟海的档案库，一条板凳、一张
桌子、一把放大镜、一双白手套，陪伴
了38年。他用献身式的拼搏，坚守平
凡，创造非凡。”

文/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据新华社电）

邱成龙是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原
研究员，1940年出生，1961年被保
送到军校学习，1962年入党，2009
年因病去世。他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
进步奖17项，是我国战略导弹作战
运用学科专业研究带头人、我军常规
导弹作战运用专业研究奠基人、战略
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研究领域领军人。
他始终潜心导弹火力运用研究，先后
上百次深入部队和工厂，了解部队需
求及工业部门情况。他40余次到靶
场和试验场，为导弹武器装备发展掌
握第一手资料及接受实战检验，多次
参加全军、战略导弹部队组织的重大
演习及战备任务，为指挥决策提供咨
询和技术保障。

20世纪70年代，邱成龙承担建
立适合我军使用的战略导弹作战运
用计算表的任务。3年多时间里，他
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先后计
算上百万组数据，创建数十个数学模
型，成功编写出我国第一部《战略导
弹作战运用计算表》。

20世纪末，我军某新型“撒手锏”
武器研发进入关键阶段，这是我军首
次将作战运用纳入武器系统研制过
程，没有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和经
验。他和课题组用2年时间连续突破
多项关键技术，使该型号武器很快研

制定型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
邱成龙将毕生心血致力于国防

尖端科研领域，彰显了优秀科技干
部的风范。多年来，他曾经11次将
立功受奖的机会让给别人，14次把
自己的署名从报请科技进步奖的名
单中删除。他先后培养了9名火箭
军导弹专家、8名学科带头人，有35
人次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
奖项。

在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治疗期间，
他依然放不下手头工作。在医院下
达病危通知后，他说了三个“放心不
下”：一是有一些科研资料还没有整
理完成，放心不下；二是有几项科研
课题还没有最后结束，放心不下；三
是所带的博士生毕业论文还没有最
后答辩，放心不下。

文/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李兵峰
（据新华社电）

杨善洲1951年参加工作，1952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云南
省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等职。
他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一辈
子爱和群众一起劳动，下乡时常把锄
头带在身边，还喜欢戴草帽、穿草鞋，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1985年，昌宁县金华乡遭受严
重水灾，时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
立即开会提议暂停在建的地委办公
大楼，把资金用来救灾。有些同志有
意见，杨善洲反问：“如果眼看着人民
群众受苦，我们却悠闲地坐在富丽堂
皇的大楼里，你不觉得有愧吗？”

1988年，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
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主动放
弃进省会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
起铺盖扎进大亮山，带领群众历尽
艰辛义务植树造林。

“大亮山、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
霜……”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最初
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
烂了。杨善洲就领着林工一边造林，
一边建房。山里风大、雨多、潮湿，他
在油毛毡房一住就是9年多。炊具、
办公的桌椅、床铺，也因陋就简。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善洲和林
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每
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
他就带头到花市街上捡果核，实在
捡不完，就发动林工一起去捡。没

有肥料，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
捡牛马猪粪作底肥……

22载辛勤耕耘，杨善洲带着干
部群众，植树造林5.6万亩，让大亮
山披上绿装。他还带领大家修建林
区公路18公里，架设输电线路4公
里多，让大亮山附近的群众过上通
路通电的生活。

2009年4月，杨善洲将价值超过
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
交给国家。他对群众满怀深情，经常
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群众，为他们
买粮食、购种子、送衣被；而对自己和
家人却始终严格要求，从没用手中的
权力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2010年
10月10日，杨善洲因病逝世。他的
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为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政、干事、做人树
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据新华社电）

刘义权：军档收集第一人邱成龙：毕生心血献国防

杨善洲：草鞋书记筑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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