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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11月11日电（记
者 萧海川）明德英1911年出生在山
东沂南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
时，因一场重病无法开口说话；二十来
岁就嫁给了马牧池乡横河村的李开田。

1941年秋冬时节，日伪军大肆扫
荡沂蒙山区，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的
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 月 4 日，
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冲出敌人包围圈时
身负重伤，一路踉跄着穿过坟冢与树
林，正巧遇到明德英。明德英见状，
急忙将浑身是血的小战士掩藏起来。
不多会儿，两名日本兵荷枪实弹追过
来。日本兵发现明德英是个哑巴，就
比画着小战士的身高、打扮，追问下
落。明德英见状毫不犹豫向村外西山
一指。见他们越走越远，明德英才仔
细打量这位八路军小战士。她发现由
于失血过多，小战士已陷入昏迷。尚
处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生火烧

水，便慨然解开衣襟，将一
滴滴乳汁滴进小战士的嘴
中。小战士得救后，明德英
与丈夫又杀了家中仅有的两
只鸡，炖成鸡汤，一口口喂
给他。每天，明德英还为小
战士清洗感染流脓的创口。
半个月后，小战士伤愈重新
归队。

1943 年初，八路军山东
纵队 13 岁的看护员庄新民，
与战友们在反“扫荡”作战

中，一边救护伤员、一边掩护伤病员
突围转移。为减少伤亡，上级决定让
年纪较小的八路军战士换上百姓装
束。就在夜间转移途中，庄新民走散
掉队，与众多避难的群众一同被日寇
抓住。这群百姓中，就有明德英的丈
夫李开田。李开田见庄新民年纪不
大、周身有伤，就与他以父子相称，
平时对他照顾有加。两人被日寇裹挟
着做了约一个月的苦力后，在山东泰
安被释放回乡。长途跋涉中，虚弱的
庄新民伤口化脓、高烧不退，李开田
就背着他翻山越岭，回到家中。

夫妇二人为避免引起敌人警觉，
先后将庄新民藏在自家茅屋、附近岩
洞、村外沟壑中。在两口子的悉心照
料下，庄新民渐渐被从生死线上拉了
回来。养好伤后，庄新民重新找到了
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庄新民与明德
英老两口也取得了联系。

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哑娘
据新华社拉萨11月10日电（记

者 王泽昊 王沁鸥） 1995 年 1 月 12
日，激烈的枪声打破了西藏昌都地区
贡觉县雄松乡阿尼村清晨的宁静。一
伙犯罪分子丧心病狂地向围捕他们的
公安干警开枪，妄图做最后的抵抗。
在激烈的交火中，洛桑泽仁、尼玛扎
西、洛松益西 3 名公安干警不幸中
弹，英勇牺牲。

3 位英雄用生命换来一方安宁，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90年10月，雄松乡发生一起持枪杀
人抢劫案。当地悍匪卓约赤列伙同曲
达等3人，杀死同乡一家5口，其中包
括一名仅 8 岁的孩子，并在抢走死者
随身携带的珠宝和 3 万多元现金后潜
逃。

“谁敢告我，我就杀死谁！”倚靠
山险以及对百姓的恐吓，卓约赤列等
人在潜逃期间毫不收敛，又多次持枪
作案。

1995年元旦期间，接到群众举报
卓约赤列回到老家阿尼村的消息，昌
都警方立即成立围歼小分队，昌都地
区公安处处长洛桑泽仁任队长。

400 多公里急行军，山路崎岖，
风雪交加，小分队历经艰险，终于抵
达了卓约赤列的老巢。展现在队员眼
前的是一座 25 米高的“碉楼”。这种

“碉楼”是当地典型住宅建筑，外墙用
夯土筑成，高大、坚硬，窗户以瞭望
孔和射击孔代替。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
时候到了！”洛桑泽仁作战前动员。

洛桑泽仁先向屋内喊话：“我们是
警察，赶快投降！”卓约赤列悍然开
枪。洛桑泽仁顶在最前方，一面指
挥，一面开枪掩护突击队员。

卓约赤列残忍地逼迫亲属登上楼
顶，企图分散警察注意力。为了不伤
及无辜，洛桑泽仁立刻下令停止射
击。正当洛桑泽仁再次喊话规劝罪犯
投降时，“碉楼”内的枪口对准了他。
洛桑泽仁倒在了血泊中。

洛桑泽仁的牺牲激怒了队员们，
他们重新组织战术，强攻破门而入，
救出了 9 名妇女儿童。战斗中，担任
火力掩护的防爆干警尼玛扎西、洛松
益西也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卓约赤列等人在强烈火攻之下，随

“碉楼”一起覆灭。
为保一方平安，与犯罪分子血战

到底的 3 位英雄长眠于达玛拉山脚
下。

1995 年 4 月 5 日，公安部追授洛
桑泽仁、尼玛扎西和洛松益西一级英
雄模范称号，西藏昌都地区公安处

“1·12”特别行动小分队记集体一等
功。

20多年过去，每到清明节，昌都
市公安局都会组织干警前往昌都市烈
士陵园，为逝去的 3 位英烈献花、祭
扫，深切缅怀他们的光辉事迹，并向
英烈墓碑集体宣誓。

西藏昌都三英烈：血洒高原卫人民
据新华社郑州11月9日电（记者

翟濯）马喜国（1951—1994），河南省
巩义市人。1985年参加公安工作，历
任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米河派出所民
警、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199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二级警司。1994 年，
马喜国在一次办案中为保护战友，壮
烈牺牲。1995年1月13日，公安部追
授马喜国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时间回溯至 1994 年 11 月 12 日。
当天下午 3 时许，一辆鸣着警笛的警
车正疾速行驶在路上。车内，马喜国
和同事王建庆带着交通肇事逃逸人王
某，准备前往巩义市交警大队二中队
接受处理。

王某此前是多次作案，已被公安
机关追捕多日。由于害怕之前的作案
记录被一并查出，王某在路上多次试
图逃跑，均被马喜国制止。眼看逃跑
未果，王某遂恼羞成怒，从怀中掏出
一颗自制手榴弹，并拉响了引线。

“建庆，有炸弹，快跳车！”手榴
弹“哧哧”地冒着白烟，危急关头，
马喜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正在驾车的
王建庆，挺身扑向了快要爆炸的炸
弹。一声巨响，马喜国倒在了血泊
中，王某趁机跳出车窗逃窜。最终，
王建庆同两名见义勇为的群众一道，
将试图逃跑的王某抓获。与此同时，
马喜国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994年11月27日，马喜国终因伤
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据巩义

市交警大队二中队原中队长李景林回
忆，在马喜国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向
护士要来纸笔，用手歪歪扭扭写了一
张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字条。“一看到那
张字条我就哭了，都这个时候了，马
喜国还惦记着工作的事，要告诉我们
他之前画好的一张交通事故现场图放
在了哪里。”

马喜国曾说：“我要像雷锋那样，
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认
真负责，对人民满腔热情，这是马喜
国一直以来践行的人生宗旨。成为一
名公安民警后，马喜国兢兢业业，甚
至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都很少休满
过。马喜国的父亲生病住院时，他因
工作繁忙，只能让正在上高中的儿子
代为照顾。

马喜国的家庭生活拮据，有时还
需姐姐家里接济。当时，曾有不少人
劝马喜国办事“灵活点儿”，别“榆木
疙瘩不开窍”。马喜国义正词严地回
答：“我宁可当一个憨子，也不给头顶
上的警徽抹黑！”他常说，只有不贪
心，才能做到秉公执法。

如今，马喜国的儿子马松涛继承了
英雄遗志，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父
亲生我养我，却英年早逝，没有给我报
答的机会。我会将父亲无私奉献、英勇
无畏的精神传承下去，兢兢业业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公
安事业，来告慰父亲的英魂。”

马喜国：舍己救人的英雄民警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 8日电
（记者 哈丽娜）刘海旺，河北省丰宁
县人，1945年10月5日出生，1964年
参军入伍，4 年后复员，到内蒙古自
治区昭乌达盟达里淖尔军马场任武装
干事。在部队期间，刘海旺勤学苦
练、艰苦奋斗，先后两次受到嘉奖，
被评为五好战士，并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76 年，刘海旺参加公安工作，
先后任正蓝旗公安局阿日虎布乡、乌
日图塔拉苏木公安特派员，1994 年 1
月调到哈毕日嘎乡派出所担任所长。

1994年11月17日，从河北省张家
口市来到正蓝旗的韩某某、李某某在
哈毕日嘎乡庆丰村喝酒，喝醉酒的韩
某某来到一家熟食铺与店主发生口
角，韩某某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射
击，子弹擦着店主的耳边飞过。店主
的儿子立即打电话向时任哈毕日嘎派
出所所长的刘海旺报警。

工作了一天刚回到家的刘海旺放
下电话，迅速拿起手电、警棍赶往现
场。当他只身赶到现场时，歹徒韩某
某正欲逃窜，刘海旺立即追上去。韩
某某发现身后有人追，转身向刘海旺

走去，未等刘海旺盘问，便挥拳打向
刘海旺，他的同伙李某某见状也围了
上来。面对两名身强力壮的歹徒，刘
海旺毫不畏惧，挥动警棍反击，与歹
徒展开了激烈搏斗。在搏斗中，凶残
的李某某举枪向刘海旺头部连开 2
枪，刘海旺当场壮烈牺牲，年仅 49
岁。

参加公安工作的18年中，刘海旺
忠于职守、埋头苦干，先后 6 次受到
锡林郭勒盟公安处、正蓝旗政府和旗
公安局的表彰奖励。他秉公执法，热
情为群众服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1991年冬季的一天，一辆货运卡车途
经乌日图塔拉苏木乌日图嘎查时，捆
货绳索松动，布料、服装、毛线等货
物不断从车上掉下，被当地牧民捡回
家。货主找到刘海旺报了案，他带着
货主挨家挨户地走，苦口婆心地说服
牧民们交出捡到的货物，最终把价值
1 万余元的货物全部收齐交还货主。
20天后，货主送来烟酒表示感谢，被
他婉言谢绝。

1992年10月，在打击盗猎国家保
护野生动物黄羊的专项斗争中，刘海
旺查获一辆拉载 20 余只黄羊的汽车，
车主找刘海旺说情，表示事成之后给
他好处费。刘海旺当场严词拒绝，依
法处理了这起盗猎黄羊的案件。

刘海旺在阿日虎布乡、乌日图塔
拉苏木当特派员时，担任乡 （苏木）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综合
治理的日常工作。秋防火、冬防盗，
刘海旺和司法助理深入乡村对群众开
展宣传教育。不论案件大小、刮风下
雨，他接警即出、及时查处，他在任
期间，阿日虎布乡、乌日图塔拉苏木
均连续多年无重大刑事案件。

刘海旺牺牲后，当地群众被他的
精神感动，自发组织悼念活动。

1995年12月13日，公安部追授刘
海旺同志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1995年2月27日，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追认刘海旺同志为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

刘海旺：忠诚履职 不怕牺牲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 7日电
（记者 王 靖）白木仁1963年出生于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
旗（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他是
蒙古族，1980年参加工作，1983年调
阿拉善左旗布古图苏木司法局任司法
助理员，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白木仁参加公安工作，在阿
拉善左旗公安局豪斯布尔都苏木任公
安特派员，二级警司。

1994年10月21日，接到一名歹徒
身缠炸药，要炸死一牧民的报案后，
白木仁迅速与其他同志前往查处。他
面对身背炸药、手持引爆品的歹徒，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只身一人
与歹徒斗智斗勇，寻找制服歹徒的时
机。下午 4 时，丧心病狂的歹徒突然
引爆炸药，白木仁同志壮烈牺牲，年
仅31岁，谱写了一曲人民警察大义凛
然、无私无畏的壮丽赞歌。

自199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白
木仁刻苦钻研业务，埋头苦干，任劳
任怨，无私奉献，两年多共侦破各类
治安案件、刑事案件20多起，收缴赃
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35000 余元。他密
切联系群众，先后义务为牧民修车30

多辆、送草 170000 余斤、买粮 5000
斤，受到群众的赞誉。他曾被评为阿
拉善左旗公安战线先进个人，荣记三
等功一次。

1992年冬天，白木仁开展安全检
查工作时，来到老牧民王沙尔的家。
一进门，便看见老人正坐在地上哭。
原来，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可他家的
饲草还没钱买。牲畜是牧民的命根
子，如果不赶在下雪前把饲草备好，
牲畜过冬将成问题。

白木仁当天便用自己的工资和
不多的积蓄为王沙尔买回了所需饲
草料，解了老牧民的燃眉之急。得
知白木仁牺牲的消息后，王沙尔哭
着说：“这么好的警察，怎么就走了
呢！”

1994 年 7 月的一天，在阿拉善盟
和屯池劳改大队服刑的一名人员，外
出劳作时趁机逃跑。时任驻劳改大队
武警看押队队长的刘河接到通报后，
立即与同事乘车追捕。追捕小分队追
至阿拉善左旗豪斯布尔都苏木时力量
不足，求助于白木仁。“只要他踏入豪
斯布尔都苏木，就不可能再逃脱。”白
木仁斩钉截铁的回应，让刘河印象深
刻。

不久，刘河接到消息，逃犯被抓
获了。原来，那天白木仁送走他们
后，就带上干粮、水壶，骑摩托车在
戈壁滩上搜寻了 100 余公里，还向广
大牧民群众通报了情况，直到当天深
夜才返回驻地。第二天一大早，白木
仁就到出入豪斯布尔都苏木的各个路
口巡查，发现了逃犯。白木仁扑上去
将其制服，还从对方身上搜出了一把
刀。为了表示对白木仁的感谢，劳改
大队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并写了感谢
信。可还没来得及送出，白木仁就牺
牲了。

1994 年 12 月 30 日，白木仁被追
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1995 年 4 月 5
日，白木仁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区
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群众向英雄
学习。

白木仁：和平年代依旧不惧刀枪炸药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 6日电

（记者 阿依努尔） 被誉为“金山银
水”的新疆边塞小城阿勒泰地区富蕴
县，景色优美如画。一位为救汉族干
部壮烈牺牲的年轻哈萨克族民警就长
眠于此，静静守望着家乡。

这位牺牲的民警名叫赛尔江·买
米拉，1964 年 8 月出生，1987 年参加
公安工作，生前是富蕴县公安局城镇
派出所民警。1994年9月9日，他与手
持炸药包的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
牲，年仅30岁。赛尔江牺牲后，被追
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并
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

1994年9月9日22时55分，富蕴
县城镇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
起。当日值班民警赛尔江接到报警：
两名歹徒带着炸药闯进县委书记叶维
湘家，要钱、要物、要枪，若不给将
引爆炸药。情况危急，他放下电话立
刻奔赴案发现场。

到达案发现场，赛尔江第一个冲
了进去。由于打开的门又反弹关闭，
同行的联防队员被隔在门外。院里的
歹徒，一个手提炸药包，一个手持匕
首，赛尔江猛扑上去，用手臂死死抱住
携带炸药包的歹徒将其推向墙角，另一
名歹徒手持尖刀逼向赛尔江。就在这
时，歹徒拉响了炸药包……叶维湘夫妇
脱险了，赛尔江却倒在了血泊中。

赛尔江的父亲买米拉也是一位公
安干警，他送给刚参加工作的赛尔江一
本厚厚的笔记，里面记载着自己几十年
的公安工作经验，父亲告诉他：“做一
个好警察，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

这句话，赛尔江谨记在心。7 年
的民警生涯中，他经受了无数次生死
考验：1987年5月14日下午，一名歹
徒在县城一处家属院行凶，接到报
案，工作才两个月的赛尔江和老民警
胡巨福立即赶赴现场，不顾生命危险
拦腰勒住歹徒的胳膊，拔掉导火索，
夺下菜刀。

富蕴县是我国最寒冷的地方之

一。为保一方平安，赛尔江和他的战
友经常在暴雪寒夜抓捕逃犯，冻伤、
受伤是常有的事。

1994 年 3 月 19 日凌晨 4 点，寒风
刺骨、飞雪弥漫，赛尔江和战友跨上
摩托车追击逃犯，当他们在县郊小煤
矿抓获罪犯时，发现另一个罪犯正在
对面房间，带着手枪和子弹，赛尔江
毫无畏惧，破门而入。这时狡猾的罪
犯已逃走，他不顾高烧又投入到围捕
持枪罪犯的战斗中。

偏居一隅的富蕴县当时人口不足
9万，聚居着哈萨克、维吾尔等20多
个少数民族。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警
察，赛尔江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
惜民族团结。

汉族青年卢道勤16岁从外地来到
富蕴县，由于打架玩命而“远近闻
名”。当时还在园林队待业的赛尔江，
见卢道勤举目无亲，就把他领回家住
了下来。一天，卢道勤与别人打架受
伤，赛尔江将他扶回家，帮他擦洗和
包扎伤口。整整两个月，赛尔江一家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卢道勤，卢道勤
感动不已，从此洗心革面，生活步入
正轨。

赛尔江和胡巨福既是工作上的搭
档，又是莫逆之交。工作上，赛尔江
虚心向胡巨福学习、请教，在与罪犯
搏斗时，两人配合默契，并肩战斗。
一次，胡巨福陪重病爱人到乌鲁木齐
市治疗两个月，其间，赛尔江细心照
顾他们年幼的孩子。

职业的特殊性和超负荷的工作，
使赛尔江年纪轻轻就患了风湿性关节
炎和高血压。剧烈的腿痛折磨得他常
常难以工作却从不肯休息。赛尔江牺
牲后，战友给他算过一笔“账”：参加
工作7年，进修2年，处理各类社会治
安案件59起，协助侦破重大刑事案件
11起，5年共加班2300多个小时。

“是不是骏马要看它的眼睛，是
不是英雄要看他走过的脚印。”人们用
这样一句哈萨克族的谚语形容赛尔
江，他留下的一串串闪光足迹也从未
被遗忘……

赛尔江·买米拉：忠诚履职 热血为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 5日电
（记者 阿依努尔） 马建军 （1959-
199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玛纳斯县人，回族，1979 年 5 月
参加公安工作，1987年1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生前是玛纳斯县公安局城镇
派出所副所长。1994年3月19日，在
抓捕持刀歹徒过程中，马建军壮烈牺
牲，年仅35岁。

马建军的人生，在1994年3月19
日晚 23 时终止。因为正值防洪时节，
一个月以来，马建军只回过两次家，
尽管家离派出所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当天傍晚，父亲来找过他，希望他回
家看看，本来可以早些回去的他却将
生病的指导员撵回家休息，自己又带
了一个班。就在这时，值班室的自动
报警器骤响，显示警情来自附近商
行。当马建军带着另外一个民警冲进
漆黑的房间时，歹徒在黑暗中挥刀乱
刺。马建军在与两个歹徒搏斗过程
中，身中数刀，其中一刀刺入腹部，
一刀刺入心脏……由于伤势过重，马
建军牺牲在案发现场。

15年的从警生涯里，他以热爱人
民、为人民服务为信念，谱写了一曲
曲英雄赞歌。

玛纳斯县城镇地区社情复杂，发
案率占全县的 53%，县公安局党委让
马建军担任城镇派出所副所长，他到
任仅仅七个月，社会治安就有了好转。

1983年，玛纳斯县收容站关押了一
批劣迹青年和流窜人员，马建军怀疑其
中一个外地流窜人员与一个重大盗窃团
伙有关，便只身做卧底打入犯罪团伙内
部。经过各种考验，马建军终于赢得他
们的信任，在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大
量罪证后将他们一举抓获……

1987年8月14日、18日，玛纳斯县
连续发生两起凶杀案。马建军受命去河
南缉捕犯罪嫌疑人。在郑州下了火车就
直奔扶沟县，将人抓获后当天就踏上归
途。来去在火车和汽车上坐了七天七
夜，回到家连续发了好几天高烧。

牺牲的那一天是周末，他仍忙得
顾不上家。不过，当地人民记住了这
位英雄。每年清明时节，他的陵墓前
总会摆满花圈、花篮。

马建军：忠魂书写生命壮歌
据新华社郑州11月4日电（记者

韩朝阳） 河南省洛阳市烈士陵园内，
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烈士
纪念碑巍峨耸立，常青的松柏伴着英
魂，人民好卫士、洛阳市交警支队民
警姚次会牺牲后便安葬在这里，继续
守望着他用生命守护的家园。

姚次会 （1952-1994），河南省汝
州市人，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199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历任河
南省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西工
二队民警、科员、交警支队二大队副
主任科员，三级警督。

1994年2月12日，姚次会从孟津
返回洛阳途中，发现一伙歹徒殴打一
名过路司机，立即上前制止，疯狂的
歹徒向他围攻过来，他不畏强暴，用
身体保护被打倒的司机，同歹徒进行
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穷凶极
恶的歹徒打成重伤，经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

姚次会同志自1971年参加公安交
通管理工作以来，22年如一日，勤勤
恳恳，忠于职守，埋头苦干，忘我工

作，先后 7 次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制
止滋扰事件。姚次会严于律己，秉公
执法，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经他处
理的车辆违章上万起，从未收过一次
礼，从未吃过一次请，令受处理的违
章者心服口服。姚次会热爱人民，文
明执勤，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为
群众排忧解难，被群众誉为“解民之
急、警风高尚”的好卫士，先后 5 次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9 次被评为优秀
民警。

1994年3月7日，姚次会被公安部
追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
称号。同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姚
次会同志为革命烈士。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姚
次会同志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舍生
忘死、不惧牺牲，用一腔热血守护社
会安宁，谱写了交警队伍尽职尽责、
恪守忠诚的赞歌。这是洛阳交警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广大民警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公安交通管理
事业再立新功。”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政委申晓伟说。

姚次会：人民好卫士
据新华社成都11月3日电（记者

陈地） 在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
局巡特警大队，“急难险重跟我上，关
键时刻我排头”14个大字是每个队员
的座右铭。每当新人入队，大队长王
江海总会感慨地说：“多年前，我们的
战友面对凶残的歹徒，毫无畏惧，用
无限忠诚捍卫了警徽的荣誉，我们再
站在这个岗位上，就要用实际行动以
英雄为榜样、向英雄学习！”

王江海口中的战友名为余泽华，
生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
特警大队二中队三分队副分队长，
1968年5月出生，四川富顺县人。

少年时期的余泽华，在教书育
人的父亲和学校老师的培育下，逐
步树立起“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的理想。在中学读书期间，他学习
认真刻苦，勤于钻研，时常挑灯夜
读，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87 年 9
月，余泽华考入云南省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

1990 年 7 月，余泽华毕业，被分
配到昆明特警支队官渡大队，成为一

名特警队员，不久，担任特警队副分
队长。由于业务素质高，办案能力
强，工作出色，在短短的三年时间
里，余泽华先后抓捕犯罪分子 84 名，
先后 7 次受到昆明市政府、市公安
局，官渡区委、区政府的表彰和嘉
奖，领导和战友们纷纷赞誉他是分队
的“四大名捕”之一。

1994年1月26日晚，余泽华和战
友李辉驾驶摩托车巡逻时，听到对讲
机里传来警情通报，两名穿警用风衣
和牛仔服的歹徒持枪抢劫，指挥中心
要求巡逻人员前往堵截。

敌情就是命令。余泽华和李辉火
速驾驶摩托车赶到城郊教场东路发现
两名歹徒。在围捕这两名持枪歹徒过
程中，余泽华胸部中弹仍以顽强的毅
力将一名歹徒当场击毙，但终因伤势
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94年2月21日，余泽华被公安
部追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同年2月26日，被云南省
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云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余泽华：用生命守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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