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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9月 27日电 （记
者 闫祥岭） 刘胜民，1955 年 1 月出
生在山东省郓城县双桥乡双桥村一个
农民家庭。

1973年，刘胜民参军入伍，197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积
极，表现突出，他曾受到部队两次通
令嘉奖，1983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6年，刘胜民转业到郓城县公
安局内保股任民警。他热爱本职工
作，对公安工作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在刚到郓城县公安局工作的
两个多月中，局里因住房紧张，无法
安排住处，他没有半句怨言，每天骑
自 行 车 往 返 20 公 里 回 农 村 老 家 住
宿，哪怕刮风下雨，上班从不迟到早
退。

1988 年 10 月 27 日，县城正逢大
集，外地流窜扒窃分子张某，在拥挤
喧哗的人群中伺机作案。11时许，张
某偷得一只提包后撒腿就跑，但他的
一举一动，已被治安积极分子樊祥俊
发现。樊祥俊一边奋力追赶，一边大
声喊叫：“抓小偷啊，快截住他!”张
某趁机骑上早已备好的自行车向北逃
窜。

这时，去南关执行公务的刘胜民
听到喊声后，毫不犹豫地向张某追
去。因正值市场成交高峰期，人群拥
挤不堪。小偷接连撞倒了几个人之
后，人群更加混乱。刘胜民清醒地意
识到，如果让小偷逃脱，将来不知又
有多少人的财产受到威胁。他机警地
在人缝中穿越着，眼睛紧紧盯住前面
惊慌失措的小偷，追赶了大约 500
米，终于追上了。

刘胜民冲上去一把抓住小偷的衣
领，厉声呵斥：“跟我走!”小偷连挣
几下都没能挣脱，便狗急跳墙，右手

迅速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朝刘胜民
猛刺数刀，鲜血染红了警服，染红了
脚下的土地。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刘胜民把
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终因流血过
多，体力不支，仅能靠自身的重量来
拖住小偷，小偷拼命地往前拖，1
米、2 米、3 米……9 米，就在这时，
樊祥俊赶来了，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小
偷擒获。

刘胜民倒在了血泊里，人们将他
扶起来后，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
是吃力地抬起左手，指向小偷，示意
一定要抓住他。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
上，刘胜民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
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一天，是我一生永远难以忘
怀的一天。”刘胜民的女儿刘琳说。刘
琳那时才 6 岁，看着妈妈悲痛欲绝的
样子，她隐约感到了什么，不停地问
爸爸去哪里了：“妈妈告诉我，爸爸去
了另外一个世界，让我以后一定要好
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1988年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刘胜民为革命烈士；1988年12月16
日，公安部追授他为一级英雄模范；
1989年1月27日，共青团山东省委授
予他“青年护法勇士”光荣称号；共
青团菏泽地委、中共郓城县直机关党
委分别授予他“青年英雄”和“模范
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长大后，刘琳成为一名人民警
察。“我可以骄傲地告慰父亲的英灵，
他事业的接力棒在女儿手里未曾滞
停。如今，我已为人母，我也会教育
我的孩子们，传递这种精神，传承这
种家风，让人民卫士的情怀绵延不
绝、万古长青！”刘琳说。

刘胜民：鲜血铸就永恒丰碑

据新华社长沙9月28日电（记者
帅才） 谭政是杰出军事家，中国人民
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06
年生，湖南湘乡人。1927 年 3 月，谭
政加入国民革命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
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
红军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军
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
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
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
年6月任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政任中
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
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
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贯彻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
略，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干
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军军政
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指
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
出作用。1943年，谭政任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
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
队取得很大进步。

1944 年 4 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
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上作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
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
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
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
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
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
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
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
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
干部的整风文件。报告中所阐述的政
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
有长远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
告重新印发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谭政先后任东北
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
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副政治委员。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
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
津等重大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
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政曾
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
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
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
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 年，
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 年 11 月 6
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谭政：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锋

据新华社济南9月29日电（记者
袁军宝）“敬礼！”铿锵有力的敬礼
声，表达着在场所有民警对英烈梁学
章的无限哀思和敬意。虽然过去了30
多年，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干
警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梁学
章，1965 年 9 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
张店区沣水镇良乡村人，1985 年 7 月
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
作，成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作 3
年多，他共抓获357名犯罪嫌疑人，13
次光荣负伤。

由于便衣警察工作的特殊性，梁
学章和战友不能穿警服，只能穿便
衣，常年穿行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车
站、公交车上，随时发现、制止犯罪
行为，擒获犯罪嫌疑人。刚工作不
久，梁学章就在淄博火车站遇到一名
抢夺旅客钱包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
追到了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的犯罪
嫌疑人掏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

惧，一脚踩住钢鞭，一脚踢向犯罪嫌
疑人手腕，犯罪嫌疑人想跳墙逃跑，
梁学章迅即跟着翻上墙头，最终将犯
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有的事。
1986年除夕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梁
学章和队长李行广在火车站拥挤的人
群中巧妙隐蔽，紧紧跟踪 5 个形迹可
疑的男青年。从火车站到商场，又到
了集市，足足跟了两个多小时。最后
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露，梁
学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
开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获，梁
学章却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首刺伤多
处。

梁学章不仅勇敢，更不怕苦、不
怕累。1987 年 2 月，梁学章参与侦破
一起重大贩毒团伙案件，为跟踪一名
犯罪嫌疑人，他和队友张明河化装成
乞丐，5天5夜跟乞丐睡在一起，直到
抓获嫌疑人。

1987年夏秋之间，为侦破张店区
连续发生的几起夜晚拦截妇女强奸
案，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玉米地里连
续蹲守了七个夜晚，最终在犯罪嫌疑
人再次作案时当场将其抓获。

1988 年 12 月，为抓捕一名全国
通缉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梁学
章和战友连续 7 个昼夜没有休息好，
不少队员患了重感冒，梁学章同样
病得厉害，但他仍咬牙坚持。12 月
23 日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发现
了这名通缉犯。此时，梁学章忘记
了疲劳和病痛，面对手持凶器的通
缉犯，他舍生忘死，在头、颈 9 处负
伤，主动脉被刺破的情况下，仍顽
强搏斗，最终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
犯制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
救无效，壮烈牺牲。

梁学章：便衣神探

据新华社长沙9月30日电（记者
陈文广） 朱良才，湖南汝城人，中国
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25年任
村农民协会委员。1927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 年 1 月参加湘南起
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
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任连党代表、
军部秘书，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等战
斗。1928 年后，历任营部书记和支
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
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长征中，朱良才任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
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红
四方面军，先后任第 31 军政治部主

任、第 30 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
部长。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良
才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
营救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失散人员。
1938 年秋，朱良才到晋察冀军区，
先后任第 3 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

抗战胜利后，朱良才协助聂荣臻
组建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校长
兼副政治委员。1948 年5 月，他协助
叶剑英组建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政治
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培养了大批军政
干部。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朱良才南征
北战，出生入死，为民族独立与解放
建立了卓著功勋。他在作战中多次负
伤，右臂留下了终身残疾。新中国成
立后，他历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
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
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继承和
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维护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连队、支部
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
部队政治工作建设。

1955 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
衔。1958年，他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
领导岗位，但他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
的大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
一批回忆文章。1989 年2 月，朱良才
在北京病逝。

朱良才：军之良才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1日电（记
者 闫起磊） 戎冠秀，女，1896 年
生，河北平山人，1938 年 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下盘松
村妇女救国会会长、八路军伤病员转
运站站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
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
员。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
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

“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
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们送
水、送饭，转运伤员。在她的精心救
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
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
人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4 年 2 月，戎冠秀光荣地出席

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
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
亲”光荣称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
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
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
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
评为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援
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串户动员男
子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最
小的儿子送上前线。在她的带领下，
革命老区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
弟竞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她积极组
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
各项支前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历任大队
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中共平
山县委委员、平山县妇女联合会名誉
主任。她作为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出席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0 年 9 月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农兵劳动
模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席全国劳
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会议。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旬的戎冠秀
积极参加家乡的建设事业，为改变山
区贫困面貌献计献策。她一如既往地
关心人民子弟兵，不顾年老体弱，向
边防战士赠送锦旗，写慰问信，鼓励
他们安心卫国戍边。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因病逝
世，享年93岁。

戎冠秀：子弟兵的母亲

据新华社济南 10月 5日电 （记
者 杨文） 闫正连，1963 年 12 月出生
于山东临沂，1982 年 12 月应征入伍，
来到青岛市消防支队成为一名消防
兵。1983年闫正连担任班长职务，所
带的班连续五年被评为尖子班。1986
年 1 月闫正连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他和8名战友一起参加山东省消防
技术对抗赛，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
绩。入伍6年多，闫正连共参加灭火战
斗400多次，先后7次立功受奖。

1989年8月12日9时55分许，黄
岛油库5号油罐因雷击爆炸起火，1.6

万吨原油燃烧奔泻，严重威胁着周围
大小 15 个油罐和国家重点工程安全。
10时15分，闫正连奉命带领消防车和
战士飞奔火场，担负着 5 号油罐东侧
30 米处 4 号油罐的冷却任务。熊熊的
烈火将消防车油漆烧烤脱落。闫正连
的头盔面罩被烤变形，但他始终战斗
在最前沿，连续3个多小时不下火线。

l4时许，风向突变。5号油罐的烈
火向 4 号油罐压下来，罐壁泛起股股
白烟，更大的灾难就要发生。面对险
境，闫正连沉着冷静,他一面指挥再调
两支水枪加强喷水力量，一面带领前
沿阵地的战士向空中喷水，在两个油
罐间筑成水幕，试图阻止火势蔓延。

风大火猛，形势恶化，指挥员果
断下达了撤离现场的命令。这时，闫
正连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指挥战士们撤
离。当多数人撤下后，闫正连回头发
现两名新战士还在抱枪射水，赶紧边
喊边向他们跑去。正当他和两名新战
士退离时，一声巨响，4号油罐爆炸，
水泥块横飞，烈焰高达几百米，数千
吨原油化作一片火海，闫正连和两名
新战士被近千度的油火吞噬，壮烈牺
牲。

在爆炸时，青岛市消防支队共有
14 名消防官兵壮烈牺牲，80 余人受
伤。其中，一中队牺牲 4 人，受伤 15
人，人员伤亡过半，是全支队损失最
大的一个中队。

闫正连：烈火铸忠诚
据新华社昆明 10月 4日电 （记

者 王研） 阳兆贵，1955年出生，新
平县人，中共党员。他生于农村，毕
业于玉溪地区卫生学校药剂专业，
1977 年 3 月调入新平县公安局担任法
医。每月只有40多元工资的他省吃俭
用，挤出钱购买解剖学等书籍，让自
己的业务更加精湛。接到凶杀案警情
时，他总是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无
论现场多么艰苦，他都细致认真地履
行职责。在担任法医的12年里，阳兆
贵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村寨，共检验
活体、尸体约 300 具，且全部作出了
正确结论。

面对危险，阳兆贵习惯了冲锋在
前。一次，警方成功抓捕了藏身深山
的杀人嫌犯，回程途中要经过一段悬
崖，一旦嫌疑人反抗，他和身边的人
都可能掉下悬崖。阳兆贵主动请缨，
押送着犯罪嫌疑人走完了这段路。

1989年8月16日，新平县工人俱
乐部、文化馆价值千余元的录像机等
设备被人偷走。接报后，阳兆贵先与
同事去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17日凌
晨，得知有工人在一个菜地的窝棚里
捡到一台录像机和一些录像带，阳兆
贵立即赶去了解情况并确定这就是被
盗赃物。经商议，专案组决定在赃物
现场蹲守抓捕罪犯，并布置了几个守
候点。此时，阳兆贵的任务本来已经
完成，但他不顾劳累，主动请求到守

候点工作。
凌晨 4 时许，另一守候点的同志

发现一高一矮两个青年鬼鬼祟祟地向
藏赃物地点走去，形迹十分可疑。没
多久，高个青年从小巷窜出观察动
静，又顺原路返回。为了防止对方逃
跑，阳兆贵不顾自身安危、只身悄悄
地跟踪而去。走到照相馆门前时，矮
个青年抱着一包东西突然出现。正面
遭遇罪犯的阳兆贵无法和战友们取得
联系，他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站
住！”矮个青年丢下赃物后见已无法脱
身，便掏出手枪向阳兆贵射击。阳兆
贵腹部中弹，主动脉被击穿，鲜血直
流。听见枪声的战友赶来扶他时，他
却吃力地说：“不要管我，嫌疑人有
枪，赶快追！”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
院抢救。凌晨5时50分，阳兆贵因伤
势过重，再也没能醒来。这一年，阳
兆贵分别被云南省和公安部追认为革
命烈士和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阳兆贵牺牲时，女儿欧阳艳姝
还不到 6 岁。“听说爸爸不在了，我
只知道跟着大人哭。”她说，小学、
初中时因为没有爸爸，自己也曾伤
心失落过。但随着与父亲同事的接
触，她渐渐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虽然父亲没能给自己
更多的爱，但这份大爱却深深感动
了欧阳艳姝，让她立下了成为一名
警察的志向。

阳兆贵：“不要管我，快追”
据新华社合肥10月3日电（记者

鲍晓菁） 走进杨永烈士生前所在的消
防二中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及
楼梯两壁的队史墙，1989年黄岛油库

“8·12”灭火的场景赫然在目。在那
场灭火战斗中，当油罐即将爆炸时，
杨永坚持留在现场指挥战友和消防车
辆撤离，献出了自己年仅33岁的生命。

杨永，安徽定远人，1975年参加
公安消防工作，1980年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青岛港公安局消防大队
第二中队民警、班长、副中队长、政
治指导员、中队长、党支部书记等
职。在历次灭火战斗中，英勇顽强，
科学指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
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1989年8月12日，青岛港黄岛油
库五号油罐因雷击起火，严重威胁着
油区的其他油罐以及二期油区、输油
码头和青岛港务局成品油库、黄岛发
电厂的安全。接警后，杨永迅速率两
辆消防车直赴火灾现场。

面对熊熊大火，杨永镇定自若，
组织人员把50桶泡沫液搬出库房，为
大部队到达后立即展开灭火战斗做好
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他带民警深入
现场侦查火情，发现距正在燃烧的五
号油罐30米下风处有4个存放30多吨
汽油、柴油的成品油罐正在受到熊熊
烈火的严重威胁，一旦发生爆炸，不
仅会造成众多人员的伤亡，而且火势

会迅速向北蔓延，直接威胁到黄岛二
期油罐区和油港公司输油设备的安
全。杨永果断地指挥灭火人员立即向
成品油罐射水冷却，同时组织人员用
湿棉被和湿草袋保护成品油罐，有效
地阻止了火势向北蔓延。

战斗中杨永脚部受伤，领导劝他
回队休息，他只是在卫生室简单包扎
了一下又迅速返回火场前线。当走到
距消防车约10米远时，五号油罐的烈
火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并迅速向南压了
下来，凭着多年的火场经验，他预感
到危险即将发生，在上级已下达撤退
命令的情况下，杨永置生命于不顾，
继续向前召唤战友撤退。这时四号油
罐突然起火爆燃，杨永牺牲。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永“灭
火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公安部授予
他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中共
青岛市委、市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追授“灭火勇士”荣誉称号，
中共青岛市委追授为“青岛市模范共
产党员”。

“我们要踏着英雄的足迹毅然前
行，忠诚履职、恪尽职守，竭诚为
民、无私无畏，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
托。”青岛港航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
如今，每年清明节和“8·12”，青岛
港航公安局都组织杨永烈士生前战友
和公安民警、消防战斗员来到灭火战
斗遗址，缅怀英烈忠魂。

杨永：奋不顾身完成使命

据新华社武汉 10月 2日电 （记
者 侯文坤）湖北襄阳市樊城分局一间
小小的陈列室里，杨光斌的肖像居中
悬挂。30年来，他的事迹，一直印刻
在当地群众心里。

杨光斌1953年生于湖北襄阳汉江
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975年参加
公安工作，生前系湖北省襄樊市公安
局樊东分局 （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
局） 清河口派出所民警，曾多次立功
受奖。在一次出警缉捕持枪歹徒过程
中遭遇歹徒顽抗，杨光斌虽身中 5
弹，仍英勇还击，当场击毙歹徒后壮
烈牺牲，年仅36岁。

“如果当时他退出来就不会牺
牲，但是暴徒有枪，情绪激动，一旦
逃脱，势必对周围群众和其他同事的
生命造成极大威胁。他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群众和同事的安全。”时任清河
口派出所副指导员左跃进说。

那是 1989 年 6 月 9 日晚，杨光斌
带领 3 名干警和联防队员前往盗枪、
持枪抢劫杀人罪犯李兴章住处查捕
时，李兴章突然端起冲锋枪顽抗。在
危险时刻，杨光斌沉着冷静，机智勇
敢地与罪犯周旋，同时，指挥一名同
志去屋后包抄，一名同志疏散周围的
群众以保护群众安全。

李兴章见无路可逃，狗急跳墙，
疯狂地开枪扫射，杨光斌英勇还击，
击中李兴章胸部、腹部，自己也身中
5 弹。李兴章垂死挣扎，冲出房门，

企图对群众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杨光斌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巨大
伤痛，对准李兴章头部开枪，李兴章
当场被击毙。杨光斌终因流血过多，
壮烈牺牲。

“即使生命受到威胁，杨光斌也
绝不退让，果断选择英勇战斗，不让
暴徒逃脱，不让群众受伤。”左跃进回
忆，杨光斌牺牲后，当地群众送来一
副挽联，上书“汉江之滨，一座丰
碑”，落款“襄樊人民”。杨光斌出殡
那天，从殡仪馆到烈士陵园10公里长
的街道两边，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英
雄的群众。

1989年，杨光斌被追认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年8月4日，被
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30年来，
每年清明节，襄阳市、樊城区两级公安
局和清河口派出所，都组织民警前往安
放杨光斌骨灰的襄阳革命烈士陵园扫墓
祭奠，慰藉英灵，鼓舞士气。

“虽然时光飞逝，但英雄没有被
忘记，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战友们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樊城区公安局局
长杨朝晖说。

据了解，清河口派出所荣誉室近期
刚刚建好，准备将杨光斌的遗物陈列在
荣誉室，激励更多的民警向他学习。

杨光斌的儿子继承父亲遗志，也
成了一名警察，带着父亲的理想和对
这份事业的热爱，奋斗在打击犯罪的
前线。

杨光斌：生为人民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