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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虽然春光正好，但清明时节总是让人由心
底生出一种哀思。细雨蔓延，带我们追忆那些逝去的灵
魂——一位位为维护国家稳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倒在枪口、尖刀、火海和案前的公安民警，和平时期最
危险的职业者之一。

2016年，我省公安民警因公牺牲9人、重伤18人，轻
伤106人。双鸭山市公安局岭东分局政治处主任艾宏宇、

七台河市公安局勃利县经保大队民警曹旭、哈尔滨市公安
局南岗分局刑侦一大队政委殷呈炜，李秋元、迟景太、彭福
君、邢俊然、王静等等，他们或者在与犯罪分子的搏斗中英
勇牺牲，或者积劳成疾而倒在工作岗位上。但相同的是，
不论面对急难险重还是日常工作，他们考虑的都不是自己
的安危生死，而是肩负的不可回头的使命。人民警察是震
慑、打击违法犯罪的威严字眼，也是人民群众在困难时在

危机中最期待和信赖的臂膀。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会

受伤疼痛，会取舍纠结，知道生命的宝贵，有躲避危险的
本能。每一位公安英烈也都扮演着工作以外的各种角
色，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但为了成功侦破一起起案
件，抓获更多的犯罪分子，让那些身处困境和矛盾之中
的人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可敬的人民警察甘愿流血牺

牲，成为一个个游走于青青松柏间的英灵，与春雨缠绵
后催生出新绿和芬芳。

英雄虽逝，英灵并未远行，他们只是转换了另外的身
份重生。英雄的子女正在成长，正在循着闪光的脚踪，一
点点长成他们父辈的模样，传承他们父辈的遗志、传承中
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所以，清明节更该是个感恩的节日，
感谢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公安英烈，愿人心永远清明！

□刘继滨 刘雪晴 本报记者 郭铭华

2016年 3月 30日晚，马洪军和同事正在驾车巡逻查毒酒
驾，这已是他连续工作的第三个夜晚。中队警力紧张，但“春雷
行动”正在攻坚，马洪军便一个人“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晚
上 10时，马洪军返回中队，睡前还不忘叮嘱同事明天早起，去
整顿校车。

3月31日早6时，马洪军带领辅警准时上路。8时35分左右，
马洪军接到110指令，辖区公路上有两车相刮，得到现场勘查。在
调解未果的情况下，马洪军将当事人带回中队处理。9时50分许，
正在调解的马洪军突然感到腿部、面部麻痹，身体活动受限，随即
满头大汗，难以支撑。他似乎也感觉到自己逐渐失去意识，用尽
力气喊道：“我好像不行了，替我跟领导请个假。你们快过来个
人，帮着把这事处理好……”话音未尽，马洪军便昏迷过去。

虽然“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将马洪军送往哈医大一院抢救，但
终究没能留住他的生命，4月1日，马洪军因突发脑出血不幸牺牲。

标杆中队的队长兼家长，村民眼中的好干部

生前任方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宝兴中队中队长的马
洪军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他所带领的宝兴中队，从组建之初就是大队的先进中队，各项
任务指标都名列前茅。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交给宝兴中队、交
给马洪军，大队领导都一百个放心。

2006 年，宝兴中队建设营房，马洪军没日没夜地奔走协
调，只要工地有问题，他肯定第一个赶到现场，有时干脆就吃住
在工地。连续几个月殚精竭虑，标准化的中队营房拔地而起，
同事们由衷地说：“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老马的心血啊。”10
年里，宝兴中队的内务管理严格有序，营房内外始终整齐划一、
纤尘不染。马洪军去世后，中队民警和辅警仍自觉保持着以往
的管理标准，大家都说：“每每看到地上有纸片、床单有个褶，就
赶快收拾了、抻平了，我们不想让马队太操心。”

走到哪马洪军都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愿意回到百姓中
去。他经常深入辖区，把检车、宣教、驾驶员培训等工作做到村
民的家里，并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2015年，交警大队帮
扶点长龙村太平屯的村民反映，因为连续降雨，田间的路被冲
毁了。当天上午大队领导才把情况通报给马洪军，下午他就赶
来，并迅速协调 2000米沙石垫好了田间路。石村长感慨万千：

“我说不好啥是好干部，但我知道老马就是好领导，答应村里的
事说到做到，这就是好干部。”

长年扎根在乡村，马洪军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
种中的困难，就是农民天大的难事。在每个月的例行座谈
中，马洪军了解到辖区最贫困的胜利村也遇到了田间路长期

损毁的问题。二话没说，他立即协调了 4000多米沙石，帮忙
解决了修路的首要难题。村民们奔走相告：“马警官给弄到
沙石了，天亮了！”沙石是有了，但运输车辆严重缺乏，大家又
犯了难。马洪军组织村民集中了几十辆四轮车，亲自带领民
警和辅警引导车队、维护沿途秩序，连续奋战了 4 天 4 夜，终
于修好了胜利村的田间路。至今，回忆起警民齐心携手，警
车和农用四轮车浩浩荡荡运沙筑路的情景，王村长和村民们
还是会无比骄傲，满眼泪花。

“黑脸”马洪军的古道热肠

马洪军的“脸黑”、“嘴黑”是出了名的。从警以来，他始终
恪守为警清廉、秉公执法的信条，从不徇私枉法。他所带领的
宝兴中队连续 10年“零错案、零上访、零投诉、零违法违纪”，树
立了名副其实的“铁案、铁军”形象。说起执法不阿，与他多年
朝夕相处的民警李达感触颇深。一次，李达的一个亲属因车辆
违章被马洪军罚款 200元。亲属多方托人说情，都被马洪军顶
了回去，最后求到了李达头上。本以为这次马洪军能网开一
面，谁想到他当着李达的面还是对其亲属执行了罚款。亲属悻
悻离去后，马洪军从自己兜里掏出 200元钱递给李达说：“谁都
有亲戚，但违章不处罚，这是违背法律原则的大事。这钱拿着
给你亲戚，你是我兄弟，我不能让你没有交代。”渐渐地，马洪军
和宝兴中队的廉政形象深入人心，托人说情的干扰也越来越
少，整个中队的执法行为愈加顺畅。

马洪军的心里始终装着工作和他人，唯独没有自己。多年的
超负荷工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总是加班加点，
血糖用胰岛素都控制不住，不得不经常住院调整。就在马洪军牺
牲一周前，队长李军还在与他商量是不是住院，可马洪军始终说
中队缺人等等再说。提起这些，李队长每每泣不成声：“为什么我
不给他下个‘死令’让他去住院呢，或许就躲过这一劫啦……”

马洪军是县局上下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但每当上级评选
他当先进、受表彰时，他总是坚持把荣誉让给别人，以至于自己
从未立过功，也没有得到过县局以上的奖励。即使有时领导硬
把荣誉给了他，马洪军也会借机请中队全体同志“撮”一顿，理
由是这是给中队的荣誉，不是给马洪军个人的。2014年冬，天
降暴雪，哈同高速公路发生事故，马洪军带领辅警李海军、李云
龙出警。漫天大雪模糊了视线，到达现场后，李云龙拿起反光
锥去示警，但公路标线早已被覆盖，不知不觉中李云龙已经走
上了快车道。这时，一辆大型货车正从远处向李云龙快速驶
来，情势万分危急。风雪中，马洪军奋力跑向李云龙，一把将他
拽开，大货车紧擦着马洪军的后背驶过，生死关头，他又一次把
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

面对工作任务，马洪军义无反顾，面对有困难的群众，马洪
军慷慨解囊，但面对妻儿，马洪军只有深深的愧疚。妻子没有
正式工作，儿子参军转业后也没有安排正式工作，女儿正面临
高考，他是全家的顶梁柱，却无法给家人坚实的依靠和丰厚的
物质条件。2015年儿子结婚，马洪军变卖了自己上下班代步
的车辆置办婚房，可装修钱还是儿媳妇娘家花的。同事问他儿
子结婚高兴吧，马洪军愧疚地说：“儿子不骂我就行了，结婚我
啥也没给呀。”

送行那天，马洪军帮扶 4年多的女大学生赶来了，跟他摸
爬滚打、已经辞职多年的几名辅警赶来了，太平屯、胜利村的村
民们赶来了，辖区 50多位出租车司机自发组成了送别车队。
被他默默帮扶数年的崔大娘踉踉跄跄地赶到殡仪馆时，告别仪
式已经结束了，崔大娘一下子病倒反复念叨：“这么好的人，咋
就没见上最后一面呐……”被他帮助过的众多企业、辖区群众
上千人纷纷赶来，送他们心目中的好人最后一程。马洪军的老
父亲满脸泪水，却自豪而坚毅：“洪军这辈子值了……”

图为马洪军（右）生前深入辖区宣讲检车、驾驶员培训等
工作。

疏通百姓脚下和心中的路
——追忆方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马洪军

□刘继滨 刘雪晴 本报记者 郭铭华

2016年 3月 1日清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殡仪馆里，哀
乐低沉，200多名警察和闻讯赶来的群众上千人正在送别他们
的好战友，连续奋战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线而过度劳累
辞世的人民警察付翔。

星夜兼程，驱车千里，辗转多地抓捕疑犯

刚刚结束的这场大仗让付翔和战友们连续奋战了六天六
夜，只有他们最清楚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对抗和坚持，才能在最短
时间内将这起特大诈骗案顺利侦破。

2016年 1月 15日，杜尔伯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群众报
案称，他被一个冒充药监局工作人员以能弄到大量抗癌药品为
由的诈骗团伙骗走了 12万元现金。经过十几天的调查走访，公
安机关很快锁定了该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及另外三名嫌
疑人，他们分别藏匿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地区、黑龙江
省嫩江县、齐齐哈尔市等地。任职刑警六队副大队长的付翔奉
命负责侦破此案，带队前往嫩江进行抓捕。

2月 22日，奔赴嫩江的前一夜，付翔和同事们通宵制定抓捕
方案，片刻未眠。

23日上午，付翔四人驱车赶赴嫩江县，顾不上数小时长途
跋涉的疲惫，马上投入工作，争取当地公安机关的积极配合。

24日，经过一整天的工作，付翔几人摸清了黄某住处，但此
时的黄某并不在家中。他和另外两名民警又开始了漫长的蹲
守，直至深夜黄某被抓获，付翔已经连续 72小时不眠不休，各项
身体机能逼至极限。同事们劝他休息一下，他想都没想就回绝
了：“时间紧迫，必须得连夜审，早一分钟下手，全部抓获他们的
几率就最大。”高压之下，黄某很快就如实供述了其伙同唐某、董
某、侯某诈骗的犯罪事实。

25日凌晨，来不及多想的付翔和同事们押解着黄某，驱车
赶往下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落脚地——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
树地区。

26日凌晨，成功抓捕又一嫌疑人之后，付翔他们连夜驾车
返回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将嫌疑人押至看守所，付翔才放心
回家稍作休息。9时许，他又带着两名民警赶往齐齐哈尔对另
外一名嫌疑人实施抓捕。可狡猾的嫌疑人闻风潜逃，付翔他们
扑了空，再赶回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时已是晚上 8点多了。

27日，星期六，付翔早早就来到看守所提审嫌疑人并办理
延长拘留手续，工作至下午两点；晚上，他又来单位配合四队讯
问涉案嫌疑人；

28日，星期天，付翔依然没有休息，又跑来单位梳理案情，
整理卷宗，配合提审嫌疑人。在此期间，他感到身体不适，便打
电话让妻子送些药到单位。咬牙坚持到了中午 11点，妻子看他
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便冲上来拿走卷宗，却被他一把夺回去，
倔强的付翔非要再一次核对，直到确认无误后才和妻子一起回

家。
连续六天，一直坚持自己开车的付翔总行程已经超过 1400

公里，全部加起来也才休息了30几个小时。终于，29日凌晨4时，
过度劳累的付翔在熟睡中离世，年仅43岁的他再也没能醒来。

苦练本领，钻研警务，发现命案就冲锋的拼命三郎

身为刑警，付翔深知侦破命案对全社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
积压命案的侦破，更能彰显人民警察尽忠职守的神圣情怀。因
此，每当有缉捕命案嫌疑人的行动，他总是主动请缨，是队里出
了名的“发现命案就冲锋的拼命三郎”。押解途中，他可以用手
铐一头铐住嫌疑人，一头铐在自己手腕上，可以连续 17个小时
不眠不休，精神时刻紧绷。付翔和战友们的拼命付出，让全县
2005年以来的命案全部告破，实现了全县命案无积案，用实际
行动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从警 12年间，付翔共主办和参与侦办案件 1236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317人、逃犯 66人，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 9面，感谢信 7
封。翻看付翔的遗物，9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学习体会，破
案心得，不只记载侦破那些大案要案的体会，他思考最多的反而
是那些较为普通的刑事案件对当事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干好刑警，必须得有过硬的本领。付翔
把学习当成自己克敌制胜的法宝，十几年中他先后撰写了
《“20100612”故意杀人案侦破经验与启示》、《利用视频监控侦破
盗窃案的体会》等多篇学术文章，在市级及市级以上公安内网上
发表。

不能孝敬父母照顾娃，妻子一力承当家务事

在工作中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付翔对家庭照顾得很少，他常
说自己对父母兄弟、妻子女儿，该尽的责任全没尽到，哪个角色
都没有扮演好。所以每当聊起家庭，付翔总是岔开话题，他有愧
疚无奈，也有不想让战友们知道的家庭包袱。

2008年至 2014年间，付翔没成家的哥哥和父亲先后患上了
食道癌住院治疗。付翔整天忙工作，经常一出差就是三五天，根
本无暇照料他们，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哥哥住院的
一个半月，付翔去看望的次数少之又少，以至于同病房的病友们
都以为付翔的妻子和哥哥才是一家的。父亲从农村转到县医院
治疗时，替付翔尽孝道的还是妻子，他只能在晚上没有公务的情
况下，去医院陪陪年迈的父亲，替换一下持续劳累的妻子。知道
自己时日无多，老父亲格外珍惜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每次爷俩
见面，父亲都要叮嘱付翔好好干工作，别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
子，做事一定得对得起乡里乡亲。付翔握着老爹的手，连连点头
说：“爹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给咱乡亲们争气。”

父亲去世后，付翔年迈的母亲身体更加孱弱，但为了照顾因
车祸而双腿截肢的小儿子，老人坚持不肯搬来县里与他们夫妻同
住。远在乡下，付翔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母亲的高血压和肺心病，
而最近几年，母亲的病愈加沉重，每年都要到县里住院几次，照顾
陪护自然还是由妻子代劳。妻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婆婆和正在
上学的女儿，经常累得坐车时睡过了站。付翔满心愧疚，他总是
无比真诚地对妻子承诺，等手头的案子忙完一定补偿她。因为每
次都落空，妻子干脆说：“别许愿了，说了也是白说。”“那咋办，我
选择了警察这个行业，就注定顾不上家了，嫁给我委屈你了。”

家里的现状付翔都看在眼里，妻子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每月
只有 1000多块钱的工资，不但自己母亲经常生病住院，70多岁
的岳母也需要照顾。付翔的工资并不高，夫妇俩经常捉襟见
肘。哥哥住院花费的两万多元医药费都是东拼西凑的，至今还
没还完。付翔不抽烟不喝酒，妻子很多年也没有添置过一件新
衣服。即便这样，他们也还时不时为解燃眉之急，找亲戚朋友借
点钱以应急需。

付翔问妻子：“你付出这么多，也没跟我过上好日子，嫁给我
后不后悔？”妻子回答：“后悔也没用，我就是看你人好、本分，对
工作认真。你要是不好好工作，我才真是后悔嫁给你了。”

图为付翔生前留影。

付翔：发案必破的拼命三郎

□刘继滨 刘雪晴 本报记者 郭铭华

今年清明节，李欣早早就跟单位请好了假，3月 30日，是父
亲李廷发下葬的日子。李欣说，她和妈妈等这一天等了 13年
了，参加工作一年多来，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她不敢乱花一分
钱，小心翼翼地攒着工资给爸爸买块墓地，日后也给父母在那
边安个家。

李廷发走的时候，李欣刚满 12岁，对生死还没有更痛彻的
体会，她只是觉得最亲近的人没了，她的想念和困惑再也没有
可以诉说的人了。妈妈因为受不了沉重的打击精神几近崩溃，
连续两年多时间不说话、不出门，更不能操持家务照顾还在上
学的李欣。她常常是早晨饿着肚子去上课，下课的间隙再偷偷
跑回家看一眼，怕妈妈出什么意外，顺便带些现成的食物母女
俩充饥。一边上学一边洗衣做饭照顾母亲，小小的她俨然成了
家长，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虽然精神状态逐渐好转，但妈妈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没
有经济来源的李欣母女生活极其困苦。父亲的抚恤金有限，
妈妈分文未动，打算全部作为李欣将来的学费。母女二人在
爸爸生前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之下艰难度日，以至于始终没能
让李廷发的骨灰入土为安。2016年，李欣以优异的成绩从吉
林警察学院毕业进入七台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文秘研究室，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来丰满自己的羽翼。由于聪颖好学、
踏实肯干，今年初李欣被借调到省公安厅工作，在更加广阔

的平台上构建自己绚丽的未来。因为她和妈妈有着共同的
心愿，就是能像爸爸那样穿上警服，走一遍他走过的路，做他
没有完成的工作。

“我已穿上警服，爸爸，你在地下安眠吧”
□刘继滨 刘雪晴 本报记者 郭铭华

“我的父亲苏延军是一名刑警，5年前牺牲，离开了他奋战
16年的公安战线。不过，父亲还没走远，我就跟上来了，再过三
年，我也将毕业成为一名警察，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没有走完的
路，继续守护这片土地和百姓的平安。”苏圣淇这样说。

英雄已故，遗志长存。
年刚满 20岁的苏圣淇在父亲离开的这 5年中，已经从一个

需要照料的初中生长成了妈妈的支柱，长成了和父亲有着一样
情怀的进步青年。2012年 10月，年仅 39岁的苏延军因为积劳
成疾，罹患肺腺癌去世。当时的小圣淇正读初四，即将参加中
考，为了不分散精力，全家人向他隐瞒了爸爸的病情。“爸爸怎么
那么忙啊？半个月都见不着影儿。”他哪里知道，父亲每周 5天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周末两天还要赶去北京的医院做化疗，根本
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他。怕家人担心，苏延军很少提及工作，直到
他去世，小圣淇才从各类报道中得知父亲的事迹。“爸爸是我心
目中的英雄，一辈子的骄傲，他常常说人不好做，以前我不太懂，
但现在明白了很多。他热爱警察这个职业，他毕生的心愿就是
守护群众和国家的平安。”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苏圣淇在高考志愿栏里毅然填写
了吉林警察学院，专业——侦查学。2016 年，他如愿走入校
园，开始描绘起他不一样的人生蓝图。尽管训练多、课业繁
重，但他担心远在大庆的妈妈，仍然每天都坚持和她通话，这

样他们彼此都安心。父亲生前的领导同事、省公安厅的各级
领导也始终关心和帮助他们母子，让他们一直都生活在公安
大家庭的温暖之中。苏圣淇说，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正
实现的是父母共同的心愿，是父亲的生命和爱岗忧民情怀在
自己身上的续延。

“我也当警察，完成父亲的心愿”

清明时节 祭英烈 思警魂 再走英雄路

李廷发，原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兴分局刑警大队民警，从警 19年，先后荣获国家二级英
模、“全省破大案攻坚能手”、“全市十大侦探”等多项称号，荣立全省个人二等功两次、七台河
市个人三等功两次以及多项嘉奖。2004年，年仅39岁的李廷发在公安部开展的命案侦破专
项行动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苏延军，原林甸县公安局副局长，1973年出生，从警16年舍生忘死、勤政爱民，最终积劳成
疾于2012年病逝，被授予国家二级英模、铁人式民警等多项荣誉称号。【英烈档案】 【英烈档案】

李欣近照。 苏圣淇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