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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杨树朋：献身使命的维和勇士

申亮亮：人民心中的维和英雄

他叫李敬忠，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敬业、忠诚。作为一名云南边境地区禁
毒大队的警察，他把一切奉献给了禁毒
事业，包括他的生命。

李敬忠生于1984年8月，拉祜族，
中共党员，2007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
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公安局禁
毒大队副大队长。敬业、忠诚是对李敬
忠最真实的写照：从警9年来，他共参
与侦破毒品案件382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354名，收缴毒品3820千克，缴获毒
资9000余万元、枪支29支、子弹1500
余发，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2016年11月4日凌晨，许多人已进
入梦乡，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警察
们却仍然紧张工作着。他们刚刚获知消
息：跟踪多日的几名毒贩即将入境交易
毒品，地点在景洪市景哈乡中缅边境。当
地丛林茂密，小道众多，为确保抓捕成
功，他们对交易地点相关情况进行了研

判，制定了抓捕计划并进行分工。在毒贩
毫无察觉的时候，布控已悄然完成。

中午时分，越野车上的两名毒贩开
始交易毒品。前哨立即发出信号，各小
组同时出击，毒贩的车被警察驾驶的两
辆车一前一后堵住，一名毒贩仓皇跳车
后逃向旁边的密林，李敬忠下车后第一
个冲向毒贩的车。就在此时，“砰！”躲
在车后座的毒贩向他开了一枪。子弹
射穿李敬忠颈部，可他仍然往前猛冲扑
向车后门。丧心病狂的毒贩打出第二
枪……李敬忠倒在地上。他用自己的
身躯挡住毒贩视线和子弹的那一瞬，保
障了战友们的安全，让他们最终成功擒
获了开枪的毒贩。

车子载着李敬忠向医院一路狂奔。
13时20分，李敬忠经抢救无效牺牲。战
友们化悲痛为力量，连续作战30多个小
时，终于将全部涉案人员抓捕归案。这
起案件，共缴获毒品21公斤、手枪2支。

11月7日，在景洪市泼水广场举
行的李敬忠遗体告别仪式上，有10万
余名群众自发到场为他送行。2017年
5月，李敬忠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
烈士，同年9月，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研
（据新华社电）

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
等功4次、个人嘉奖3次、“全国道德模
范敬业奉献奖”“自治区优秀共产党
员”……这些获奖经历和光荣称号记录
了英雄甘科伟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

甘科伟，广西扶绥县人，1980年9
月30日出生，生前为南宁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民警。2017年1月，他因病去
世，4月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模。

努力到无能为力，是甘科伟曾在微
信朋友圈写的一句话。一干起工作，他
好像就刹不住车。禁毒支队三大队教
导员廖源介绍，2008年，贩毒人员黄某
某在毒品交易中侥幸逃过警方抓捕。
甘科伟次年接手调查这起案件，从随车
缴获的多张卡片挖掘线索，最终梳理出
上百条涉案信息。

此后几年，包括黄某某在内，广西
几十个与其有过交易、直接或间接联系
的涉案团伙纷纷落网。“这几十个团伙

的落网，一百多起案件的破获，都源于
甘科伟对信息的持续研判。”廖源说，

“从这个源头发散出去的线索和侦查方
向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2016年中秋节，甘科伟赶回老家
和父母吃了顿饭，但一通工作电话又让
他匆匆离家。年迈的双亲怎么也想不
到，这竟是与儿子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12月28日，甘科伟与同事赶往江
西，收集一起毒品案件线索，发现一个
藏匿在南宁的贩毒团伙踪迹。出差期
间，甘科伟几次头痛仍坚持工作，其实
这已经是疲惫至极的身体发出的“警
报”。12月30日，他刚马不停蹄返回
南宁，就头部剧痛并伴随呕吐，随后昏
迷，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被
诊断为水泡样脑动脉瘤并蛛网膜下腔
出血、脑积水。

在甘科伟病危期间，他的同事们依
托前期研判成果，一鼓作气捣毁了位于
南宁市郊的制毒窝点，查获制毒物品
10吨。

为此案付出良多的英雄却没能看
到胜利的一刻。2017年1月15日，突
发脑溢血的甘科伟经抢救无效，永远闭
上了双眼。

文/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
（据新华社电）

1983年，杨树朋出生在山东莱芜
的一个军人世家，一家3代8位军人。
2001年，他参军入伍，来到“杨根思连”
这支英雄的连队。他入伍观看的第一
场电影是《杨根思》、读的第一本书是
《特级英雄杨根思》、参观的第一个场所
是连队荣誉室，老连长杨根思的英雄事
迹在他心底深深扎根。

“当兵，就要当老连长杨根思那样
的好兵，就要随时准备奉献一切。”杨树
朋生前说。

2003年，河南兰考县发生洪涝灾
害，杨树朋所在部队奉命前往救灾。杨
树朋和战友们在救灾一线奋战多日，成
功排除了险情，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入伍10多年，杨树朋坚持带头练
打赢本领，成为全旅闻名的特级射手；
坚持带头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先后参加
重大演习、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维稳处
突等多样化军事任务40多次。

2015年9月，旅奉命抽组中国赴
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作为家中的独子，
四级军士长杨树朋瞒着家人偷偷递交
了申请书。

在南苏丹的每一天，杨树朋和战友
们都直面死神。尽管一再小心，意外还
是发生了。

当地时间2016年 7月8日，南苏
丹爆发激烈交火，中国维和步兵营第一
时间进入一级战备。杨树朋担任步战
车炮手前往哨位执行任务，一直坚守战
位长达15个小时。

7月10日，南苏丹再次爆发激烈
交火，交火位置直逼哨位一线。原本不
用参加当日执勤任务的杨树朋，找到连
长主动请战：“我是一名15年的老兵、
11年的老党员，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必
须要上。”

就这样，杨树朋再次奔赴哨位，在
子弹密集、附近炸弹乱炸的生死线上连
续奋战了11个小时。突然，杨树朋所
乘坐的105号步战车遭一枚火箭弹袭
击，他当时正在炮塔担负警戒射击任
务，身受重伤。

杨树朋牺牲后，被上级追记一等
功。杨树朋如同他的老连长杨根思那
样，成为“杨根思连”官兵的精神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电）

李敬忠：中枪后依然冲向毒贩 甘科伟：努力到最后一刻

申亮亮，男，1987年生，河南省温
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第78集团军
某工化旅前身部队战士，上士军衔。

2010年7月，吉林市第二松花江
发生洪水，他随连队赴永吉县口前镇
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到达指定位置
后，他第一个报名参加搜救小分队。
其间，虽经历多次险情，但他义无反
顾、毫不退缩，和战友一起救出被困群
众50余人。

2013年，营里任命他为车场负责
人。在车场工作的3年里，各型装备性
能、参数、状态，甚至是行驶公里数、常
见故障点等，申亮亮都是“一口清”，车
场连年被上级评为先进。

入伍11年来，因工作需要，组织先
后安排他在7个岗位上工作，每次他都
坚决服从。特别是为参加马里维和任
务，申亮亮主动与女朋友商量推迟

订婚。
得知部队即将赴马里维和，申亮

亮连续两年向连、营、团三级党组织递
交请战书。到达维和任务区，他就在
微信签名写上：勇敢、勇敢。姐姐反复
叮嘱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请求姐姐“别
让咱爸妈知道，别让他们担心”。

马里当地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20时50分许，申亮亮与战友司崇昶共
同担负维和营区2号门岗执勤警戒任
务时，一不明身份车辆高速冲向营
门。主哨申亮亮当即向作战值班室报
告，并拉响警报通知营区做好防护，同
时果断指挥司崇昶阻击目标，在车辆
爆炸瞬间将司崇昶推离岗楼。

申亮亮本有时间和机会隐蔽，但
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始终坚守哨位
履行职责，为阻止汽车炸弹冲入营区
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他的英雄壮
举避免了维和部队官兵更大伤亡，用
生命践行了一名军人的使命责任。

为继承英雄遗志，这个旅长期开
展“学英雄光辉事迹，走英雄成长道
路”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
卫英雄的浓厚氛围。目前，90％以上
官兵参加过抗洪救灾、出国维和、赴外
联演等急难险重任务。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据新华社电）

每到清明节，很多人就会来到四川
省蒲江县复兴乡彭河社区，看望一位革
命烈士的母亲杨彬。

杨彬的儿子李磊，是原第20集团
军某机械化步兵旅修理一连战士，
2016年7月在南苏丹维和战场上献出
了22岁的年轻生命。

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李磊与
母亲相依为命。他打小就有一个从军
报国的梦想，2011年如愿成为杨根思
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名战士。

2015年，得知所在部队要组建维
和步兵营，远赴南苏丹执行国际维和任
务，他第一个递交请战书，并在选拔考
试中脱颖而出。

南苏丹时间2016年 7月8日，南
苏丹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爆发激烈交火，
中国维和步兵营第一时间进入一级
战备。

这一天，正好是李磊22岁生日。
当时，李磊所在的步兵一连担负1号难
民营警戒封控任务，他一直坚守在难民
营内，期间很多难民试图翻越围墙、冲
撞营门，他都带头冲在前进行阻拦。

7月9日执勤结束后，他通过微信
朋友圈留下人生的最后感言：“这个生
日礼物太大了，愿所有战友平平安安！”

7月10日18时39分，李磊所乘坐
的 105 号步战车突遭一枚火箭弹袭
击。他受伤最重，头部、胸部多处被弹
片击中，最终因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哨位，就是战位！”自连队担负南
苏丹联合国营区17个哨位观察警戒任
务后，李磊累计执勤超过1020小时。
身为值守弹药库的16号哨位哨长，他
每天穿戴20多公斤防护装具执勤，无
论骄阳似火、大雨倾盆，还是险情突发、
枪声四起，他都毫无畏惧，始终坚守
岗位。

李磊牺牲后，他被追记一等功并批
准为革命烈士。战友们说，李磊直面生
死考验，义无反顾奔向战场，用生命彰
显了“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对党和祖
国的忠诚信念，书写了“蓝盔勇士”对维
护世界和平的大义担当，奏响了新时期
的“英雄赞歌”。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电）

李磊：义无反顾奔向维和战场

张超：梦向深蓝 志在海天

渤海湾畔，一处临海而建的训练
场，歼－15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云
霄——2015年3月14日，28岁的张超
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飞向航母的
航程。

他是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
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同班的飞
行员2013年就开始了学习训练。也就
是说，张超要在1年内赶上战友们2
年多的训练量。如果他能做到，说明
新的训练方案是可行的，这将大大加
快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
训进程。

训练任务繁重，压力显而易见。但
这一切，张超并不是非经历不可。

原单位舍不得放他走，张超先后飞
过8型战机，改装歼－8飞机、新型国产
三代战机，他都是同批飞行员中第一个
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张超自己也明白，选择舰载飞行意
味着一切从零开始，意味着更大的风
险。但飞向更高更远的深蓝海天，一直
是他奋力追寻的梦想。航校毕业时，学
校提出留他任教，张超坚决要求去作战
部队，最终被分配到“海空卫士”王伟生
前所在部队。

选拔期间，考官提的第一个问题
是：“舰载机飞行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危
险的飞行，你愿不愿意来？”张超回答
说：“我知道危险，但就是想来。”

怀揣海天梦想，承载无数期望，张
超从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那天起就开
启了“加力模式”：6个月时，他追平了
训练进度；10个月时，他第一次驾驶
歼－15飞机飞上蓝天。所有的课目考
核成绩，都是优等。

2016年4月27日，距离张超完成
剩下的训练任务、顺利上舰，仅剩3个
飞行日。只有在航母上完成起降飞行
训练，取得上舰资格认证，才能成为一
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那一天，按照计划，张超和战友们
要飞3个架次的低空、超低空训练。第
2架次飞完，海面上薄雾渐起，能见度
越来越差，第3架次被调整为陆基模拟
着舰训练。

12时59分，张超驾驶117号歼－
15飞机进入着“舰”航线。他的着舰飞
行技术一直很出色，已完成的93.24％
的飞行架次，数据评估达到3.12分，而
2.75分即符合上舰要求。

可是，就在张超近乎完美地精准着
陆后，已经接地滑跑的飞机突报“电传
故障”，机头急速大幅上仰，在超过80
度仰角情况下猛然下坠。

现场视频和飞参数据显示，从12
时59分11.6秒发现故障到59分16秒
跳伞，短短4.4秒时间里，张超只有一
个动作，就是竭尽全力推操纵杆，力图
制止机头上扬，避免战机损毁。

然而，因为高度过低、角度太差，张
超弹射跳伞后，被重重摔在几十米外的
草地上，心脏、肝脏、脾、肺严重受损。
去往医院的路上，他问战友：“我是不是
要死了，再也飞不了了……”

15时08分，张超年轻的心脏永远
停止了跳动。

2016年，中央军委追授张超同志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

201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挂
像英模。

那些关注中国航母舰载飞行事业
的人，不会忘记他的名字——

张超，男，湖南岳阳人，1986年 8
月出生，2004年9月入伍，2009年5月
入党，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副营职中队
长，海军上尉军衔，一级飞行员。

文/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新华社电）

吕建江是一位基层民
警，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
大事，更多的是服务群众
的平凡小事。但他以实际
行动书写了人民警察的责
任与担当，在平凡中铸就了
不凡。

吕建江 1989 年参军，
2004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
机关，从警13年一直扎根
基层岗位，生前任石家庄市

公安局桥西分局安建桥警务站主任。2017年 12月 1
日，他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
47岁。

在吕建江心里，没有“辖区之限”，也没“下班之
说”。值班时，他带大家“四班三运转”守在岗位上。
回家后，他还在网上“长期在线”，随时为需要咨询救
助的人服务。去世前一天深夜，他还在工作群里嘱咐要
做好巡逻工作。

“每次师父开警车带我巡逻，走到居民小区，他几
乎会在每栋居民楼下停车，然后让警灯闪烁5分钟，我
问师父，这是为啥？师父说闪着警灯，坏人看见了，可
能及时收手，老百姓瞧见了，能更踏实地睡个安稳
觉。”辅警贺权说。

吕建江平时总爱琢磨怎么帮着百姓解决身边的难
事。为避免老人走失，他制作了防走失的“黄手环”；
为解决停车挪车纠纷，他创制并更新了三代“智能移
车卡”。

身在基层，吕建江创造了多个河北第一。他创办了
第一个网上社区警务室，经验在全省推广，他还创建了
首个公益失物招领网，最早实名开微博并逐步成为河北
公安系统在网上最有影响力的民警之一。

在网上，吕建江敢于、善于发声，在17000余篇博文里，他有时说说警察
的酸甜苦辣，更多的是教大家如何防范侵害，传播正能量。他质朴的“网言网
语”赢得了近3万名铁杆粉丝，这比他所在警务站的辖区人口还多一倍。

吕建江生前曾说：“群众在哪，服务就在哪，无限的网络可以把我为百姓服
务的‘手臂’伸长。”为群众办起事来，他腿不停、嘴不停，走路都小跑着，用
真心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窝子里。

为民服务“不下班”的吕建江，自己一直过着清贫日子。一家人住在小两居
室里，家具简单、陈旧。妻子崔利平想在客厅安放丈夫的遗像，竟找不到一个合
适的位置，只好摆在冰箱顶上。他曾“利用职务之便”给低保户丁忠光先后找了
3份工作，但却没有解决在家待业三年的妻子崔利平的工作问题。吕建江去世
后，很多人才知道，他家里的生活有多难。

送别吕建江那天，有位姑娘连夜从太原赶来——3年前她曾想自杀，是吕建
江连续“叨叨”劝了她一晚上才让她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当天有千余人冒着严寒
到殡仪馆送别吕建江，数万网友向他留言致敬，上千市民自发前往他工作的警务
站献花悼念……人们称赞他是“雷锋警察”“不下班的好民警”。

吕建江走了，他生前工作过的警务站更名为“吕建江警务站”，这是河北首
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警务站。对很多市民来说，警务站已经成了一座丰碑。

吕建江走了，但他为民服务的事业依然没有“下班”，同事们运行起了他的
微博账号，在网上网下继续践行着他们共同的初心和使命。

文/新华社记者 杨 帆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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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春伟：尽职尽责保辖区安全

骆春伟，汉族，1979年8月出生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共党员。生
前系广西公安边防总队北海市公安边
防支队电建边防派出所所长。

“骆所长每次率队出警，都是冲在
最前面。”骆春伟原同事、电建边防派出
所民警周刚岭说。从警19年，骆春伟
从战士、干事，成长为副所长、教导员、
所长，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保持高
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尽职尽责维护辖
区安全稳定。

2015年6月，骆春伟调到辖区治
安情况更为复杂、业务更为繁重的电建
边防派出所任所长。为解决海上治安
管控难、违法犯罪打击难、情报线索搜
集难等问题，骆春伟创建了“十船联防”

“一天一巡查”等工作模式，提升了海岸
线管控水平。

2016年5月27日，北海一个渔港
内3艘停放的渔船起火。骆春伟带领
同事们将险情排除，避免港内千余艘渔

船出现连体着火灾情。
2016年10月20日11时许，北海

市侨港镇边贸码头一艘装有11吨柴油
的渔船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骆春伟
带领民警们火速救援。当时，失火渔船
已失控，正冲向港内连片停泊的渔船。
这些船上装载大量柴油和液化气，一旦
被失火渔船点燃，后果不堪设想。要避
免火势蔓延，就必须将失火渔船拖到
岸边。

危急时刻，骆春伟立刻脱掉衣服、
鞋子想要下海。“骆所长，危险！”周刚岭
一把拉住骆春伟想要阻止他。“不要管
我！”骆春伟将周刚岭甩开，跳入大海，
嘴咬缆绳向前游去。

在骆春伟带动下，在场许多人紧
跟着他跳进大海，合力将失火渔船拖
回岸边，成功扑灭大火。不幸的是，
骆春伟再也没能游回岸边。火灾救援
完毕后，当日15时25分，骆春伟的
遗体在海底被找到。骆春伟走了，年
仅37岁。

骆春伟牺牲后，当地群众纷纷自发
到码头悼念，许多停泊在码头的渔船为
他鸣笛送行……同年10月24日，公安
部批准骆春伟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
金质纪念章。

文/新华社记者 林凡诗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