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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

群又一群平凡的人，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重

压下义无反顾。

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

继，把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把无

尽的缅怀与思念留在了神州大地。

他们用生命守护生
命，以大爱诠释医者仁心

2020 年 2月 18日上午 10时 54分，武汉市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走了。他生命的刻度，

永远定格在 51岁。

2 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 天内完成全院

既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对西院区整体改造

并建好 300张隔离床位……疫情突袭，刘智明

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一刻也顾不上休息。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使从院长变成了病

人，刘智明也从未放下工作。病床上，他依然

在不停地接打电话、回复微信。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时间关心自己的身

体。”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珣回忆，当时

说话都很困难的刘院长还在叮嘱，一定要确

认有没有同事被感染。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2 月 18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刘

智明的去世表示哀悼：“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时，刘智明医生感动也挽救了无数生命。”

生命如炬。至暗时刻，白衣天使救死扶

伤的双手，也点亮了无数人心灵的明灯。

“有事叫我，我来。”这句话，是武汉市蔡

甸区人民医院医生夏思思的口头禅。无论谁

有什么急事，一个电话，她总会及时出现。

1月的一天，值完夜班的夏思思听说有位

70 多岁老人病情加重，马上返回医院参与救

治。

“当时这位病人已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

患者，思思也知道，可她依然选择回来。”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邱海华哽咽道。

1 月 19 日，夏思思突感乏力并出现发热

症状，住院治疗的她却还牵挂着医院的情况，

想早日重返岗位。

2 月 23 日凌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一个

多月的夏思思，在 29岁的年纪，永远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

29 岁，恰是风华正茂。与夏思思同岁的

彭银华，和妻子商量推迟了婚礼。此后，他不

眠不休地接诊病人，直到疫魔逼近。

如今，刘智明的妻子，再也没有机会追

问丈夫终日忙碌初心为何；夏思思的丈夫，

还回想着两人在大学校园的相知相恋；彭银

华的妻子，还等着丈夫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

名字……

疫情发生至今，有 3千多名医务人员被感

染。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兵、冯效林、江学庆、刘智明、李文亮、

张抗美、肖俊、柳帆、夏思思、黄文军、梅仲明、

彭银华……此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也

记住他们白衣执甲、逆风而行的背影。

他们以生命践行使
命，用热血铸就警魂

农历大年三十，40 岁的湖北省襄阳市南

漳县交警郑勇站完了生命中最后一班岗。

1 月 24 日，县里部署全警上岗“封城”。

为了让一位两地分居的同事回家过年，刚值

完一天班的郑勇主动把他替了下来。

谁料，正午时分，郑勇突感腹部疼痛难

忍，因急性肝衰竭陷入昏迷……

一家人再也等不来多少年都没补上的年

夜饭；全县人民再也看不到那个风里来雨里

去的“好警察”。

从警 24 年，郑勇热爱着公安事业。在他

电脑显示器的一角，长年贴着这样一句话：

“要牢记：人民警察，姓党为公，执法为民。”

如今回想起来，妻子懂得了他的心意：

“当了大半辈子警察，他其实没有干够。”

风霜雪雨、初心不改。那些把警徽挂在

心头的人，也把守护人民的使命融入生命。

“‘尹支队’是个风风火火、一丝不苟的

人。有时大声布置工作，整个楼层都能听得

到。”湖北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治安管理

支队的民警安杰至今还无法相信，支队长已

经走了。

1 月 29 日，像陀螺一样战斗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尹祖川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年仅 47岁。

“ 交 通 港 航 公 安 系 统 优 秀 人 民 警 察 ”

“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3 次荣立个人三等

功……尹祖川的履历，见证着他的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

人民公安为人民。和平年代，公安队伍

牺牲最多；疫情当前，忠诚卫士冲锋在前。

“警察就是战士，只有倒在自己的战位

上，才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河南省汝州市公

安局三级警长程建阳在个人工作总结中说过

的一句话。

“虽然今天我休息，可是执勤地点客运站

是我的辖区，情况我熟悉。”这是内蒙古自治

区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出所民警何建华留给

妻子的最后一句话。

吴涌、李弦、艾冬……此刻，让我们记住

他们的名字，也记住他们用生命兑现的铮铮

誓言。

他们用生命书写担
当，用爱心守护家园
“他太累了。”

一想起老李，河北省柏乡县城阳村党支

部委员李贺敏的眼圈就红了。

2 月 13 日，67 岁的村干部李增运在疫情

防控一线连续奋战 20天后，突发疾病，不幸离

世。

去世前一天，他的工作安排都是掐着点

往前赶：6点半，和环卫工人一起消毒；8点，到

村委会“喊喇叭”做防疫宣传；9 点，到隔离在

家的群众家里测量体温、安抚情绪……

无论是走家串户、宣传劝导，还是到村口

检测点执勤站岗，李增运都冲在一线，每天忙

到深夜。

那天早晨，仅仅睡了不到 3个小时的李增

运，8点又准时来到村委会“喊喇叭”。

“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听到他最后的声

音。”村民江建立泣不成声，“这么好的一个

人，说走就走了……”

顾全大家，才能保住小家。疫情发生以

来，无数社区工作者用热血与生命诠释这个

简单又朴素的道理。

“有点馋韭菜馅儿饺子了。”农历正月初

八，匆匆吃过晚饭的秦红跟妻子丢下一句话，

又出了家门。

48岁的秦红是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宝

龙山镇西宝龙山嘎查党支部书记，从大年初

一接到通知返岗起，他就没怎么好好休息。

一顶帐篷、一个火炉、一把体温枪，在嘎

查西路口搭起的临时检查点里，秦红忙碌的

身影，成了人们最放心的哨卡。

“他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还每天连轴

转，大过年的我俩都没说上几句话。回家也

是狼吞虎咽，吃完饭就走。”回忆起秦红生前

的状态，妻子泣不成声。

秦红最后一次离家，妻子特意包了 50 个

饺子冻在冰箱里。“想等他回来，就让他热乎

乎地吃上一口。”

谁料，第二天上午，他突发脑干大面积出

血，一头栽倒在村口……那 50个饺子，成了永

远的遗憾。

为什么，他们终日不辞辛苦？又是什么，

让他们甘愿抛家舍业？

“为民奉献永远没有句号。”河北省涿州

市苍牛屯村治保主任王永田生前常说的一句

话，道出了一颗火热的初心。

王永田去世后，儿子王彬接过爸爸留下

的电动车和水壶，又站到了他战斗过的岗位

上。

“疫情防控阻击战还没结束，要完成爸爸

没有完成的任务，我知道，这是他最惦记的

事。”

什么是使命？“为人民服务”就是他们坚

守的使命。

廖建军、姜国章、张世林……在全国大大

小小的城乡街道，在庞大治理体系的最小单

元，他们用炽热的生命书写了担当。

没有轰轰烈烈的语言，只有实实在在的

行动。这些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中华儿女，

是这场战“疫”当之无愧的英雄。祖国和人民

不会忘记，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

英雄走好！

英 雄 ，正 是 这 般 模 样
——抗疫一线牺牲英烈群像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近日，北京迎来清明祭扫高峰，
据北京市清明节祭扫服务工作临时
指挥部统计，清明祭扫周期内网上
预约现场祭扫人数已累计超过 36
万人次。全市各大陵园、公墓等均
启动了高峰日服务预案，全市祭扫
秩序平稳有序。据了解，自 3月 21
日清明祭扫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北
京市各大陵园、公墓也相继启动多
项服务措施，为“特殊时期”的祭扫
保驾护航。

图为清明节前夕市民在预约限
流措施下有序、安全祭扫。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安全有序

文明祭扫

“李超！”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宁都中

队值班员每天晚上点名时，总会第一个呼点

这个名字。

全体官兵齐声答：“到！”

李超是江西丰城人，2008 年 12 月入伍，

2010 年底退伍。2012 年 1 月 1 日上午，李超

乘坐公交车时因制止偷窃行为，与歹徒展开

殊死搏斗，不幸被刺中心脏，献出年仅 21 岁

的生命。

“每次执行任务，李超总是争取上一线打

头阵。”在中队荣誉室的展柜里，陈列着李超

生前使用过的一件沙背心和一个子弹袋。中

队指导员介绍说，入伍两年，李超先后参与处

置突发事件 1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

2010 年 4 月，宁都县杨沙洲村发生严重

内涝，李超随中队奉命前往抢险。现场暴雨

如注，许多房屋被洪水淹没。李超和战友连

续奋战，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和物资。

正当李超把最后一位老大娘转移到安全

地带时，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冲到他面前哭喊

道:“武警同志，求你带我回家，我还有 3 万块

钱落在家里，那是我家全部的积蓄啊……”

“土坯房被水泡着，回去太危险！”乡亲们

纷纷劝阻老人。

李超见状赶紧扶住老人：“大爷，别急，我

陪您把钱取回来。”说着，他驾起冲锋舟，载着

老人冲到老屋前。此时，被水浸泡的土坯老

屋摇摇欲坠，如果冲锋舟继续靠上去随时可

能发生危险。李超跳入齐胸深的水中，抓住

梯子扛在肩上陪老人前行，让老人最终踩着

梯子爬上阁楼，取出 3 万元。他们离开没多

久，房屋便倒塌了……

一次，李超和战友们在县城巡逻时，有群

众向他们反映，前方有人正在盗窃一辆停在

路边的出租车。他们迅速赶到现场。一名犯

罪嫌疑人见武警战士来了，匆忙逃跑。李超

奋勇追击，将其堵截至地下停车场内。歹徒

穷凶极恶地掏出匕首，疯狂反抗。李超闪身

避过，大喝一声，用警棍打掉了凶器，只身将

歹徒制服。

李超的家庭并不富裕，但当他得知战友

的父亲和哥哥出了车祸，需要大笔医疗费时，

李超二话不说，主动捐款。青海玉树地震发

生后，李超拿出原本准备寄给妈妈补贴家用

的 1000 元钱。司务长在一旁拉住李超:“全捐

出去，你妈怎么办？要不捐 500 元，给你妈寄

500 元。”李超说:“我家虽然有点困难，但还有

饭吃、有衣穿，受灾群众的家园都毁坏了，是

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帮助。”说完，李超

毫不犹豫地把 1000元全部塞进捐款箱。

后来，李超退伍回到老家，他常说：“穿过

一天军装，一生都是军人。”

2012 年新年第一天，李超在公交车上发

现一名小偷正在偷老人的钱包，他大喝一声：

“老人的钱你也偷？”小偷见事情败露，趁公交

车停靠站台时下车逃跑。李超紧随其后将其

扭住，让小偷把扒窃的物品归还失主。

不料，小偷的一个同伙也下了车，他拔出

匕首刺向李超。李超临危不惧，与两名歹徒

展开搏斗，后背和前胸被歹徒连刺两刀。歹

徒见状慌忙逃离现场……民警赶到后，立即

把他送到附近医院，遗憾的是，李超因伤势过

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李超牺牲后，先后被追授“丰城市见义

勇为英雄”“江西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

称号。 （新华社南昌4月4日电）

李 超 ：生 死 抉 择 彰 显 英 雄 本 色

在武警江西总队
赣州支队宁都中队服
役时的李超（右）与战
友们一起参加献血
（2009年9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李斌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刘 新 曹先训 何宗卯

“他们最牵挂什么？”

“他们生前的愿望实现了吗？”

清明将至，新华社记者回访 5 位牺牲

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家人和战友，他们

以“家书”作答：

“在战‘疫’的关键时刻，在战贫的总攻

之际，请收下我们的心里话。”

念叨

老丁：

一晃快三年。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清明节不能去给

你祭扫。

你走得急，没交代身后事。但你放心，

你在家一直念叨的阳基村，我经常去，经常

念叨的村民，我每次都会去看。

春节前跟儿子一起去了龙明帮家。以

前他家 5 口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没个落

脚的地方。现在危房改造的两层楼建好

了，养了几头黄牛，大女儿读了职中已经外

出打工挣钱……

阳基整村脱贫了，勿念。

【这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教育局

职工周忠云写给丈夫丁永华的信。丁永华

同志生前是三都县阳基村驻村第一书记，

2017年 9月 5日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一线。】

最后一岗

倪书记：

三年不见，我在村头的魔芋地里给你

祭拜。今年大箐的魔芋、辣椒、车厘子种植

面积达到 1500亩。

还记得小尚吗？就是萌生退学打工念

头的小尚。你鼓励他坚持读书，送米、送油

补贴其家用。他大学毕业后应聘回村里了。

小尚很感激你，要不是你，他读不完大

学，还不知道在哪儿打工混日子。他希望

像你一样去帮助更多人，为村里的发展尽

一份力。

有了这些年轻人，你可以放心啦！

【这是贵州省六枝特区大箐村驻村干

部郭太国写给大箐村驻村原第一书记倪裔

豹的信。倪裔豹同志 2017 年 5 月 21 日因

病医治无效去世，他最记挂的是驻村的“最

后一岗”大箐村。】

那些村民

展宇兄：

不到半年，我跟老樊、吴琴都想你了。

得你联系省外的医生，吴琴孩子的病好

了不少。樊朋章干着保安的工作，日子也有

保障。你谋划和帮扶的服装生产厂，老板答

应做一批校服捐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我忘不了，你从浙江老家刚到毕节时，吃

不了辣，也听不懂方言。去年大半年，你跑遍

了72个村民组，把自己献给了“乌蒙山”。

待我们打赢最后的决战，一定腾出时

间来多照顾你家人。

【这是贵州省毕节市青龙街道安监站

站长胡海涛写给青龙街道办原副主任耿展

宇的信。耿展宇同志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下

乡时遇交通事故去世，他最牵挂的，是帮助

过的那些村民。】

全部脱贫

马勇贤弟：

你规划的产业路现在全修通了。金果

梨已经开花，1800 亩方竹笋全部栽种好，

笋子最远卖到了贵阳和重庆。

去年 11 月，村里最后几户贫困户脱贫

了，可惜你走得太急，没能见证这一刻。如

今，全遵义都“摘帽”了。

绍伦主任跟我都觉得愧对你，不为工

作，而为你的家人。

你走后，老父亲和弟妹的状态有阵不太

好。幸得全村人安慰和帮助，如今好多了。

村里一切都好，勿念！

【这是贵州省习水县兴隆村驻村第一

书记汪友华写给兴隆村原党支部书记马勇

的信。马勇同志 2019 年 10 月 30 日因病医

治无效去世，他最盼望，兴隆的贫困户要全

部脱贫。】

接续奋斗

文书记：

大坪村眼下百花盛开，蜜蜂跟我们一

样忙。

你没能见到成效的产业——蜜蜂集中

养殖，如今成了。

去年十月收获了第一批蜂糖，可惜你

没能尝到。易地扶贫搬迁老宅基地复垦，

种上了向日葵。

就像你说的，养蜂能在大山里为没有

搬出去的村民谋个产业。今年村里还要培

养技术人员，争取更好的收成。

你没能完成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实现，

你一定能看见！

【这是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大坪

村脱贫攻坚队队长魏克飞写给大坪村驻村

原 第 一 书 记 文 伟 红 的 信 。 文 伟 红 同 志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村里查看产业时，意外

触电倒在岗位上。】

沿河县是全国 52 个未摘帽的贫困县

之一。魏克飞说，文书记走后，村里一直按

照他规划的思路在发展产业，“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记者齐健、潘德鑫、汪军、骆飞、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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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记者熊丰）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截至 4月 2日，全国共有 60名公安民警

和 35 名辅警牺牲在抗击疫情和维护安全

稳定第一线。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和武汉广大公安

民警、辅警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参与拉网式

排查 1300 万人次，流行病学调查 10 万余

例，协助转运“四类人员”8 万余名，8 名公

安民警、辅警因公牺牲。湖北省襄阳市南

漳县公安局民警郑勇在生命最后一刻，还

嘱托妻子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党

费；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民警尹祖川

像陀螺一样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守护长

江安全和宁静；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

民警吴涌坚守社区防控一线六十余天后不

幸牺牲……

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辅警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许多同志用自己的生命为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筑起了一道坚固防线。他们当中，

有全力开展涉疫情诉求线索核查处置工作

的北京市公安局民警艾冬；有倒下前一分

钟还在研究侦办网购口罩跨境诈骗案案情

的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民警位洪明；有再

过三个月退休，不顾刚做完心脏手术，主动

请缨投入公安监所封闭管理的安徽省合肥

市看守所民警段玉华……

疫情发生以来，公安部已先后追授郑

勇、艾冬等 20 名在疫情防控一线牺牲的

公安民警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

号。公安部政治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关心关爱抗

疫一线的民警、辅警，做好因疫情防控牺

牲人员的褒扬工作，做好困难家庭的照顾

帮扶工作。

全国60名公安民警和35名辅警
牺牲在抗击疫情和维护安全稳定第一线

（上接第一版）
——记住善良与勇敢，14 亿人，同根

同心；

……

自然界的绿意，是生命的味道。这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历经

惊涛骇浪的岁月，历史会记住国家对生命的

尊重，这一页历史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未来的日子，坚强勇敢，充实而有意义

地活着，这是对逝者最深沉的缅怀；青年和

前辈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以愈挫愈勇的

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推动国家进步，这

是对烈士们最真挚的告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这个目

标，我们同心同德，凝聚力量，不懈奋斗，永

远前进。

（记者于文静、林晖、喻珮、孟菁、邱冰
清、李铮、李梦馨、陈斌、邰思聪）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