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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梅世

雄 罗金沐）清明节前夕，不少人

戴着口罩来到国防大学政治学

院的一尊塑像前深深鞠躬……

塑 像 的 主 人 公 ，是 被 中 央

军委追授“模范理论工作者”荣

誉称号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

授严高鸿。2010 年 12 月 18 日，

在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

他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严高鸿是安徽广德人，1968

年入伍，曾任原南京政治学院

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严高鸿收到两份调

令：一份是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

宣传部任职，一份是到原南京政

治学院任教。他没有选择走进

机关，而是决定走上讲台。

从 部 队 来 到 院 校 ，严 高 鸿

很快就凭着对理论研究的热情

与努力脱颖而出，成为哲学专

业 第 一 个 登 上 讲 台 的 年 轻 教

员，第一个介绍授课经验的年

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

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

员，第一个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文章的年轻教员……

在 严 高 鸿 看 来 ，精 学 深 研

只是基础，在党的创新理论发

展的重要阶段和意识形态遇到

挑战的重大关头，理论工作者

必须用行动做守护意识形态阵

地的战士。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90 年 代

初，严高鸿和同事们及时开设《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等系列讲座，在全国高校

率先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

程，有力地回击了错误思潮。

海湾战争打响，全新的战争

观念和作战样式引起了严高鸿对

思维与战略的思考。他和原南京

政治学院院长毕文波一起，开始

军事思维学学科建设工程。2000

年，军事思维学列入全军军事科

研工作“十五”计划课题。

从教 31年，即使在主编工作

最繁忙的时候，严高鸿每年也承

担了 250 多个课时；学报收到的

投稿，他几乎都会亲自过目，还

时常约见投稿者面谈修改事宜；

招收学生时，他重点考察学习态

度、学术培养潜力……

生 前 ，严 高 鸿 最 爱 说 的 一

段话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事业，就要耐得住寂寞、

守得住清贫，不让浮云遮望眼；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遗憾而去。

严高鸿逝世后，中央军委号

召全军官兵向严高鸿同志学习，

学院党委专门设立“严高鸿基

金”，定于每年教师节颁发“严高

鸿奖”、“五四”青年节颁发“严高

鸿奖学金”，分别奖励表现突出

的教员和学员。师生们还自发

编写《严高鸿之歌》，让严高鸿的

故事伴着歌声代代传唱。

“时间是一维的”“我说的

就是我信的，我信的就是我照

着去做的”……在政治学院，严

高鸿的格言被制成书签、台历

和宣传海报，无论翻开书籍还

是走进教室，师生们都仿佛开

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严高鸿，就像一位永远不曾下

课的老师，指引着一代代后来者。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邱冰清）“一个人

虽然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人生

的宽度。”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

队长顾瑛的案情记录本中，写着这样一句话。

出生于 1953 年的顾瑛，插过队、当过兵、

做过工人，后参加公安工作。他不断学习，悉

心钻研刑侦技术，提高破案能力。在他的带

领 下 ，南 通 全 市 连 续 18 年 杀 人 案 件 破 案 率

95%以上、有 6 年实现命案当年全破，成为全

国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

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顾瑛先后 30 多次受到公安部、江苏省表

彰，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江苏省劳动模范”等称号。2005年，

他率领的刑警支队被国务院授予“特别能战斗刑警队”荣誉称号。

2010 年 8 月 26 日下午，江苏南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联想

到近期农村入室盗窃案件多发，顾瑛开完案情分析会后，决定立

即赶赴如东指挥破案。有人劝他雨小一些再走，“案情就是命令，

一秒也拖不得！”顾瑛扔下这句话，带上侦查员便冲入雨幕。

下午 4 时左右，车行至通州区十总镇路段时，与一辆相向而驶

的拖拉机发生碰撞。顾瑛身负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却再

也没能睁开双眼。这位将毕生心血都花在打击犯罪、侦破命案的

硬汉，最终长眠在他以生命相守的南通大地上。2011 年 9 月 1 日，

顾瑛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狠一狠熬过去，就看我们和犯罪分子谁能坚持得住，坚持住

这案子我们就能破了。”这是顾瑛常对同事说的一句话。时代在

变，不变的是精神传承。这些年来，顾瑛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精神成为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凝聚警心、激励斗志的支柱。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 刘新

曹先训 何宗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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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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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鲁

畅）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一

场特大暴雨。北京市公安局原燕

山分局（现房山分局）向阳路派出

所所长李方洪，在与战友们冒雨

疏散救援村民中不幸牺牲。

那是北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

暴雨袭击。向阳路派出所辖区内

的凤凰亭村因地势低洼被洪水侵

袭。那天星期六，李方洪在家轮

休，午后，看雨势丝毫没有停歇的

意思，他直接来到村里。

下午 4点左右，雨越下越大，

4台水泵抽水都无法阻止水位上

升。李方洪决定将村民转移到

地势较高的村民家，等候救援。

李 方 洪 找 来 一 根 绳 子 ，一

端系在大树上，一端让在地势

较高区域的村民拽住，这条绳

子成了一条“生命线”。

李方洪冒着风雨带领民警

和 街 道 干 部 挨 家 挨 户 转 移 群

众。在一家小商店，他发现还有

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往返两

趟将他们背到安全地带。临近

晚上 7点，夜色降临，李方洪和同

事已经转移了 63名村民，李方洪

一个人就救出了十五六名村民。

为确保所有人安全，他们又

开始了新一轮搜寻。向阳街道工

会主席高威拿起一条长绳，打算走

到4人救援小组的最前边，被正扶

墙在水中挪动的李方洪拦住：“还

是我先来吧。”他接过了绳索。

一行人靠近村西头路北侧的

村民家时，道路阻断。“大家别着

急，我先过去看看情况。”李方洪说

完，继续在漆黑中向前摸索。没想

到，这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突然，电光闪过，路旁一根带电的

钢索夺去了李方洪的生命。

李 方 洪 1966 年 出 生 ，1984

年 12 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荣

立个人三等功 3 次，荣获个人嘉

奖 8 次。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

们每天做的大量工作是鸡毛蒜

皮的小事儿，是永远处理不完

的邻里矛盾纠纷。如果处理不

当，就有可能影响一方平安，影

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在 他 担 任 所 长 的 几 年 中 ，

向阳路派出所的人口管理工作

连续多年在原燕山公安分局排

名第一，治安工作 2010 年在分

局排名第一，派出所荣立集体

三等功一次，并被房山区政法

委评选为“五好党支部”。

2012年，北京市政府批准李

方洪为烈士，公安部追授李方洪为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 者 吴晓颖）

担 任 分 管 安 全 和 交 通 的 副 县 长 3 年

间 ，平 均 每 天 行 车 200 多 公 里 ，车 里

常 备 军 大 衣 、雨 具 、干 粮 ，即 使 生 病

住 院 动 手 术 也 丢 不 下 工 作 ，生 命 最

后 一 刻 还 奋 战 在 交 通 建 设 和 防 汛 现

场 ——他就是兰辉，一个普普通通却

时刻把人民装在心上的基层干部。

兰 辉 出 生 在 四 川 省 绵 阳 市 北 川

羌 族 自 治 县 曲 山 镇 一 个 普 通 回 族 家

庭 ，1992 年 10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曾 任 北 川 团 县 委 副 书 记 、书 记 ，通 口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县政

府办公室主任，副县长等职务。

2013 年 5 月 23 日，兰辉在检查乡

镇道路和安全生产时不幸坠崖，因公

殉 职 ，年 仅 48 岁 。 5 月 25 日 上 午 ，北

川细雨蒙蒙，上千名干部群众自发赶

到 殡 仪 馆 送 他 最 后 一 程 。 人 们 紧 紧

握住兰辉家人的手，痛哭失声：“兰县

长不在了，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

参加工作以来，兰辉始终把党和

人民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随时

保持“箭在弦上”的工作状态，宁让身

体透支，不让工作欠账。在抗击汶川

特 大 地 震 中 ，他 坚 守 抗 震 救 灾 最 前

沿 ，顾 不 上 寻 找 遇 难 的 3 位 亲 人 ，一

次 次 组 织 抢 通“ 生 命 线 ”；灾 后 重 建 ，

他 勇 担 交 通 运 输 、安 全 生 产 等 最 繁

重 、最 艰 难 的 工 作 任 务 ，保 证 群 众 走

上“放心路”，实现北川 3 年无重大安

全事故。

兰辉走后，很多接受他帮助的人

才知道，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他的

爱 人 是 一 家 单 位 的 临 聘 人 员 ，哥 哥 、

弟弟在外打工，但他从不违背原则打

招呼，从不给亲人办一件私事。

兰辉走了，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

的山和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白

坭乡的铁索桥，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师

范生志愿到偏远地区教书的跋涉；擂

鼓中学的矮脚桌，记住了这个青年教

师批改作业到深夜的倦乏；团县委的

办公室，记住了这个热心的团干部为

筹建希望小学打出的上千个电话……

英雄已故，精神长存。兰辉因公

殉职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 者 邱

冰清）当 危 险 来 临 ，如 何 选 择 ？

南 京 市 公 安 局 秦 淮 分 局 特 巡 警

大 队 原 大 队 长 庞 帮 荣 选 择 将 生

的 希 望 留 给 他 人 。 面 对 失 控 而

来的面包车，他一把推开身边的

战 友 和 同 事 ，自 己 迎 面 被 撞 ，颅

脑 严 重 受 伤 深 度 昏 迷 ，经 过 12

天抢救后不幸牺牲，年仅 34 岁。

他 的 生 命 历 程 和 他 的 名 字

一样——以“帮”人为“荣”。

2010 年 11 月 17 日 ，庞 帮 荣

上 了 一 辆 警 车 ，开 始 路 面 巡 逻 ，

此 时 他 已 连 续 两 天 加 班 。 6 天

前 ，因 工 作 出 色 ，他 刚 刚 被 提 拔

为特巡警大队大队长。

晚上 10 点多，南京市公安局

指 挥 中 心 指 令 ：“ 应 天 大 街 高 架

桥 往 大 明 路 方 向 的 下 桥 口 附 近

发生一起警情，请附近的巡逻车

辆前往处置。”庞帮荣立即响应，

带 着 民 警 赶 往 事 发 现 场 。 这 是

一起夫妻纠纷警情，当时围观群

众部分挤在快车道边上，十分危

险，庞帮荣迅速劝开围观群众。

22 时 16 分 ，就 在 庞 帮 荣 劝

说当事夫妻时，一辆下高架的面

包车紧急刹车后方向失控，冲向

正 在 处 警 的 庞 帮 荣 等 人 。 千 钧

一发之际，庞帮荣用身躯挡在人

群 前 ，大 喊 一 声“闪 开 ”，并 奋 力

将 身 边 的 女 民 警 推 开 。 战 友 和

其他人得救了，庞帮荣却被疾驰

而来的面包车迎面撞飞，倒在血

泊之中。

在抢救了 12 天后，庞帮荣停

止 了 呼 吸 ，生 命 定 格 在 34 岁 。

同年，庞帮荣被江苏省人民政府

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6 年，庞帮荣出生于南京

农村。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

就曾跳进公园冰冷的湖水，和另

一 名 同 学 一 起 救 过 落 水 者 。

1995 年从警校毕业后，庞帮荣参

加 公 安 工 作 ，先 后 在 社 区 、刑 侦

等多个岗位工作。从警十几年，

他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侦破

刑事案件 2700 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1100 人，推出了盗车案件分

析 研 判 机 制 等 创 新 工 作 方 法 。

由于工作出色，庞帮荣先后两次

荣 立 个 人 三 等 功 ，多 次 受 到 嘉

奖。

庞帮荣牺牲一个月后，南京

警方将庞帮荣牺牲时所在的特巡

警 大 队 武 装 巡 逻 车 组 ，命 名 为

“ 帮 荣 号 ”车 组 。 这 支 平 均 年 龄

不到 30 岁，由 10 余名青年民警组

成的队伍，每天以夫子庙和新街

口为巡逻中心，守护辖区安全。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杨文）这些

年，每到清明节，民警代表都会来到山

东省泰安市革命烈士陵园人民烈士纪

念碑前，缅怀与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

牲的战友。

夏 波 生 于 1974 年 ，山 东 宁 阳 人 ，

1995 年 7 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任泰安

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

“80 后”肖斌，山东东平人，2003 年参加

公安工作，生前任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

分局岱宗坊派出所民警。齐洪海 1962

年生，山东泰安人，1986 年 12 月参加公

安工作，生前为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二大队一中队民警。3位民警都是

共产党员。

2011 年 1 月 4 日上午 11 时许，泰安

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协助山东德州公

安，到一犯罪嫌疑人亲属家中调查了解

情况，夏波带领刑警队员与执勤辖区民

警肖斌会合。肖斌说：“辖区情况我熟，

你们跟我来！”

进入一所大院，肖斌上前敲门：“我

们是岱宗坊派出所的……”话没说完，

栅栏式防盗门的内侧木门突然打开，一

名犯罪嫌疑人隔着防盗门射出一枪。

肖斌来不及躲闪，头部中弹。倒地

瞬间，他还一把推开身边的战友。因伤

势严重，后经全力抢救无效，肖斌壮烈

牺牲，年仅 31岁。

室内冲出两人，疯狂地向民警开枪

射击。夏波右上腹部被霰弹射中，他大

喊：“小心，有枪，快撤！”强忍剧痛，夏波

搀 扶 腿 部 受 伤 的 民 警 钱 祥 村 向 后 撤

退。犯罪嫌疑人快速追来，为掩护战

友，夏波迎面挡在了犯罪嫌疑人面前。

在与犯罪嫌疑人激烈搏斗中，夏波

身中 7 刀。在生命最后一刻，他用浸满

鲜血的手紧握手机报告：“队长，他们手

里有枪！”就这样，夏波壮烈牺牲。

逞凶后的两名歹徒抢劫一辆过往

汽车逃跑。泰安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迅速在全城展开布控堵截，交

警支队向路面一线执勤民警下达布控

查缉指令。接到指令，齐洪海密切关注

两名犯罪嫌疑人行踪。

12 时 30 分左右，对讲机通报，犯罪

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出现在离齐洪海的

执勤点仅千米。齐洪海立即开着轿车

朝犯罪嫌疑人方向追去。犯罪嫌疑人

车辆失控，与路边绿化带内一大树相

撞，车辆严重受损。犯罪嫌疑人持刀枪

弃车逃出，疯狂向着已经赶到的警车奔

去，不断开枪射击。

齐洪海在危急时刻果断停车，准备

上前增援。这时，犯罪嫌疑人发现了车

内的齐洪海，向他连开两枪。齐洪海头

部中枪，壮烈殉职。

2011 年 1 月 7 日，山东省政府批准

夏波、肖斌、齐洪海为革命烈士；1 月 9

日，山东省委追授夏波、肖斌、齐洪海为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1 月 31 日，公

安部追授夏波、肖斌、齐洪海为“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严高鸿：

模 范 理 论 工 作 者

徐建平：

用生命托举战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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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辉：

时刻把群众装在心上

李超：

生死抉择彰显英雄本色

庞帮荣：

以“ 帮 ”人 为“ 荣 ”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张

选杰 李兵峰）在山东省青州市

的南阳河边，矗立着军人沈星

的青铜雕像，仿佛在日夜守护

着这座古城。

沈星是陕西阎良人，1981年

出生，2000 年入伍，生前系原第

二炮兵工程大学士官职业技术

教育学院副营职参谋，2010年攻

读军事装备学硕士研究生。

2012年 5月 13日，沈星回青

州收集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资

料，准备当晚返回武汉的学校。由

于平时和女儿聚少离多，他想利用

走前的一点时间多陪陪女儿。

10时许，沈星带着4岁的女儿

在南阳河畔散步时，听到河边传来

呼救声，便毫不犹豫地飞跑过去，纵

身跳入河水，奋力将落水学生托

起。由于河堤湿滑，落水者一次又

一次滑入水中，沈星一次又一次地

往岸上推。在随后赶来的群众帮助

下，落水学生获救了，沈星却因耗尽

力气沉入河中牺牲，年仅31岁。

5 月 17 日，古城青州万人空

巷，无数市民走上街头，像送别

亲 人 一 样 ，满 含 热 泪 送 别 英

雄。广大群众自发开展烛光追

思 、赋 诗 写 歌 、网 上 留 言 等 活

动，用不同方式感念这位英雄。

在老师、战友和同事的眼中，

沈星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好榜样，

成绩优秀、乐于助人、勇敢正直。

沈星在日记本里写有这样的句

子：当人民群众有困难时，他们需

要帮助时想到的是谁呢，不是我

们吗？军人的价值在哪儿呢，不

是危难之处显身手吗？

危 难 关 头 舍 生 死 ，纵 身 一

跃耀星空。共青团中央、全国

青联追授沈星“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荣誉称号，原第二炮兵追

授沈星“热爱人民的好军官”荣

誉称号。2013 年 9 月，沈星当选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英雄永远在人们的心中。在

沈星生前部队已建起了英雄沈星

纪念馆，部队院内还有一条“沈星

路”；在沈星救人不远处的一座无

名桥被命名为“沈星桥”。

李方洪：

在 暴 雨 中 永 生

巍巍泰山，英雄“敢当”
—人民警察用热血书写忠诚

沈星：

纵 身 一 跃 耀 星 空

这是徐建平像（2010 年 10 月

29日摄）。 新华社发

这 是 李 方 洪 像（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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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顾瑛（右）在一次案件分析会上为同

事进行案件分析（2010年 1月 27日摄）。

新华社 韩瑜庆 摄

这是兰辉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汨

汨）“我爱机务工作，我会无怨无

悔地在这儿干一辈子。”立下誓言

起，徐建平将这个信念坚守到生

命最后一刻。

机务兵是人民空军航空阵列

里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日日与

战机为伴，却没机会驾机冲上云

天；他们长年身处机场一隅，冻伤

和晒伤是季节轮换的标记，油渍

与汗渍是终年常伴的迷彩。

徐建平就是机务战线上的一

员。

从普通学员到地面机械师，

再到机务中队长、机务处主任、航

空兵师装备部副部长，穿着一身

灰蓝色的工作服，徐建平在这样

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28年。

2010年 4月，徐建平带队到某

军工厂接收大修的飞机。这是他

所负责的这款飞机第一次在国内

大修。大修飞机能否重返蓝天，

事关重大，徐建平带领接收组每

天干到后半夜。接装过程 45 天，

他的体重整整掉了 10斤。

接装组凯旋，还没来得及喘

口气，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率队

出国，完成新机型的改装学习。

高强度学习，让他身体里埋

的那个“地雷”炸开了——腹部剧

烈疼痛，彻夜难眠。白天，他挣扎

着走进课堂、走上训练场；晚上，

他在灯下摊开书本，夜夜复习到

凌晨。病痛袭来，他用拳头顶住

腹部，豆大的汗珠雨点般落下，另

一只手还在紧紧地握着钢笔……

新机改装验收考试，徐建平以

总评 93.5 的高分名列第二。在他

的感召下，改装小分队全体以优异

成绩获得新机培训合格证书。

学成归来的第二天，徐建平

被送往医院。诊断结果让人惊讶

和痛心：肝癌，晚期。会诊的医生

感 叹 ：“ 肿 瘤 都 长 成 拳 头 那 么 大

了，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临终前，徐建平开始大口大口

地吐血。接到消息的同事从机场

排故完毕，急匆匆赶往医院。正打

着吊瓶的他有气无力地问：“你怎

么穿着工作服？飞机有情况？”

2011 年 2 月 26 日，徐建平溘

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