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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燃的火舌呼啸而来，瞬间
将他包围，玻璃碴子像子弹一样
穿进他的身体……寿光市公安局
洛城派出所民警李琳在返回派出
所途中偶遇火情，他毫不犹豫拿
起灭火器冲向起火餐车，孰料餐
车突然爆炸，他全身重度烧伤。此
后的日子，李琳经历了数不清的
手术，每次都是锥心的疼痛，可他
却说：“幸亏疏散了群众，减少了
损失，我们受些罪也值了。”

李琳的火场逆行，是无数人民
警察坚守初心使命的缩影。2024
年，山东省涌现出3名二级英模，4
个一等功集体，461名民警、84个集
体被省公安厅记功嘉奖，4名民警、
8名辅警因公牺牲，293人因公负
伤，他们用鲜血和汗水诠释了对党
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1月10日，第五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走街串户的社区民警、风吹
日晒的交通警察、打击犯罪的刑
警 、维 护 公 平 正 义 的 司 法 警
察……记者走访多个警种，记录
他们的“闪光时刻”。

为民初心映使命
烈火铸就真英雄

“火扑灭了吗？”经过十几个
小时的抢救，这是李琳苏醒时说
的第一句话。

2023年6月5日，李琳与同事
朱建宗在出警回来的路上，发现
路边一辆移动餐车着火，火势呈
蔓延态势，周围有很多群众围观。

危急时刻，李琳首先想到的
是群众的安危。他一边让朱建宗
疏散群众，一边拎起灭火器冲向
起火餐车。突然，餐车发生爆炸，
李琳整个人被火舌吞没，全身
40%特重度烧伤。

此后两个月时间里，李琳先后
经历5次大手术、数不清的小手术，
每次都疼得直打哆嗦，可他说：“我
希望尽快恢复身体，早日归队，继
续守护辖区群众的平安幸福。”

“要用脚去丈量社区，用心去
感知民意，把社区当毕生事业去
经营。”这是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
分局美里湖派出所新沙社区民警
张克平担任社区民警16年来的最
大感受。

每天在社区走一圈，已经成为
张克平多年的习惯。从摸清辖区底
数做起，他自制入户调查登记本，
健全社区家庭信息，一户一表，一
楼一装订，足足装订了100多本。

新沙警务室社区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度，张克平的手机24小时开
机。当独居老人找到他，让他代为
保管30万现金时，张克平非常欣
慰。每一份沉甸甸的信任，都促使
他要把警察生涯奉献在社区。

交警也是与老百姓“打交道”
最多的警种之一。在济南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女子中
队中队长刘经纬看来，交警的职责
不只是交通疏导和事故处理，而是
对道路交通进行综合规划与治理。

由于辖区老旧小区多，“停车
难”是群众的急难愁盼。女子中队
交警花三年时间进行调研走访，
在乐山小区社区、启明里社区、科
技街社区设置起落杆，实现停车
物业化管理与交通“微循环”。

忠诚警魂映日月
热血磨出正义剑

“忠诚铸警魂，热血磨利剑”，
这是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刑
警大队副大队长刘长儒对刑警的

生动描述。
刚毕业后，刘长儒毅然选择

去干刑警。在他看来，刑警在打击
犯罪方面一直冲锋在第一线。从
警25年来，他对这份工作的执着、
信念和热爱始终没变。

刘长儒说，案发后，攻坚克难
把案子破获是不小的挑战。“全身
心投入破案，根本感觉不到累。等
案子破获后，看到受害人家属的感
激和认可，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也不觉得累。等一切结束，回家休
息时，才真正感受到精力的透支。”

“公安队伍里的尖刀利刃”，
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三大队
女子中队负责人、副中队长郝琰
这样描述她所在的队伍。这把刀
不轻易“出鞘”。为了能成功应对
各类突发警情，高强度训练成为
必需。特警训练包括体能、射击、
越障、搜排爆、攀登索降等各种项
目，无论风霜雨雪，从不间断。

即使在警校学习时早已适应
半军事化管理，刚参加工作的杨
露，还是因训练压力过大哭了很
多次。正如那句口号所说的：“特
警不分性别，只分强弱，女警只能
争先，不能落后。”在特巡警支队，
先天力量较弱的女性，训练标准

和男性相同，两只手分别提30斤
的弹药箱，跑50米再打靶。大家训
练后，拿筷子时都会手抖，肩膀像
撕裂似的，很疼。

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训
练场，犬吠声此起彼伏。一头黄黑
相间的马里努阿犬正亲昵地跟在
训导员身边。这是特巡警支队作
训处作训科辅警李义睿与警犬

“飞龙”，他们同年“入职”，朝夕相
伴，至今已有4年。

自由活动的时候，向李义睿
撒娇“卖萌”的“飞龙”似乎与宠物
犬没什么不同，可当李义睿发出
坐、卧、立及越障、扑咬等指令后，

“飞龙”就会在瞬间作出响应，标
准姿势就像一个人类士兵。

5个月大时，“飞龙”就投入训
练。李义睿手把手地教它完成各种
动作。如今，在重要时间节点执行
安保任务时，一人一犬高度警惕、
默契十足，后者就像是不会说话的
战友，在对抗赛和演练中冲锋在
前，保卫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禁毒战场隐姓名
戒毒所内焕新生

济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三大
队大队长宋道成，是本次采访中
唯一不能出现在镜头前的人。

这是对禁毒警察的一种保
护。因为判刑较重，毒品案件的涉
案人员常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
抗拒抓捕，禁毒警察也因此成为
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警种之一。

这些“无名英雄”承担着艰巨
的使命，由于吸毒人员兼具违法
者与受害者双重属性，毒品案件
极少有报案人。禁毒警察只能依
据情报线索，对案件进行摸排，破
案过程堪比谍战剧。

禁毒警察与毒贩的“斗智斗
勇”从来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2024年，济南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共抓获涉毒嫌疑人200余人，济
南成为全国毒情最轻重点城市。

山东省济东强制隔离戒毒所
内有一幅长达30米的《论语》小
楷书法手卷，这是一名高学历吸
毒人员留下的“生活痕迹”。据济
东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大队长
徐伟介绍，此人毕业于某知名大
学，进入社会后事业有成，却没能
抵抗住毒品的诱惑，被强制隔离
戒毒后，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徐伟等人研判其成长经历后
发现，此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
家”，曾学习书法，可这个爱好自从
他吸毒后便被丢到一边。于是，徐
伟等人鼓励他发挥长处，练习书法
来磨炼心志。自此，此人重拾书法
爱好，花费3个月时间书写了一幅
1 . 7万字的《论语》长卷，最终顺
利回归社会，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2024年，全省累计开展禁毒戒
毒法治宣讲470场次、受教育24万余
人次。全省目前建有108个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指导站，开展帮扶照管活
动175次，重点帮扶照管社戒社康人
员，培训社工、志愿者和义工。

专业岗位大担当
默默耕耘影响广

“我们算是小众警种，工作带
点‘绿叶’性质。”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法警总队司法警察郭泰然笑
着说。目前，省高院共有66名司法
警察，其中16名正式干警、50名辅
警。他们是人民法院内部唯一一
支具有武装性质的执法力量，承
担着入院安全检查、法庭警戒保
障、配合强制执行等职责。

判决书上没有司法警察的名
字，但法庭庭审现场总能看到他们
的身姿。据郭泰然介绍，2024年，省
高院法警总队共完成机关刑事审判
警务保障任务173次，累计安检1 .5
万余人次，查处危险违禁物品3072
件，默默捍卫着法院的“金色天平”。

比司法警察“专业程度”还要
高的警察队伍，是济南市公安局
食药环森支队知识产权法制专
班，“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被明确
写入招聘要求。专班成立于2021
年6月，负责打击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假冒专利罪、侵犯商
业秘密罪等知识产权犯罪。

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智”造
大国“转型”的进程中，保护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22年，他
们曾破获某假冒国际著名品牌商
标轴承及配件案件，通过与国际刑
警合作，实现了对56个国家和地区
190余名犯罪嫌疑人的精准打击。
案件的破获，坚定了这家跨国公司
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信心，2023年5
月，该公司在济南的二期生产基地
投产，投资金额高达20亿元。

同样属于济南市公安局食药
环森支队的森林警察，其历史要悠
久得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
个警种就已出现，以往他们常驻山
林，主要负责森林防火。如今，森林
警察的主责主业转向打击犯罪，农
贸文玩市场成为“主阵地”。他们要
精准识别国家保护动物、植物及其
制品，从中收集违法犯罪线索，用
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不在“聚光灯”下，却能影响
“全局”，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监
狱人民警察。山东省第二女子监
狱二监区监区长桂哲，对2021年
入监的一名罪犯印象尤深。19岁
的李某自幼跟爷爷生活，初中毕业
后常与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最
终出于所谓“朋友义气”犯下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刚入监时，李某不服管教，情
绪稍有波动，就以自伤自残的方
式发泄。为解开她的心结，桂哲等
人主动联系她的父母，在李某生
日时送上贺卡，又对其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期盼她在回归社会后，
凭借双手堂堂正正地谋生。

“通过回访，我们了解到，如
今李某利用在监狱学习的技术，
在一家社会公司就职，并凭借过
硬的技术当上了组长。”桂哲说，

“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罪犯改过
自新，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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