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昊旭潘：辑编
日62月11年1202

五期星版3注关

以血肉之躯抗衡钢铁机器，以铮铮誓言维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他把赤胆忠诚喷薄成碧血丹心，把奋斗牺牲谱写

成生命华章。

英雄的叶光辉走了，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沉重、沉痛，还

有驱使我们不断向前奋进的勇气和力量。

把“生”的机会给了群众，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我市公安

局临汝镇派出所副所长叶光辉为制止严重暴力犯罪，保护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出警过程中突遭犯罪嫌疑人伤害，身

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金色年

华的39岁。

在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前，在面临生死的危急时刻，他英

勇无畏、冲锋在前，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雄赞、正

气歌。

最红英雄血，最痛惜别时。

他是父母的好孩子，他是孩子的好父亲，他是爱人的好

丈夫，他是同事的好兄长，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维护社

会治安的“擎天柱”。然而，英年之际，带着未竟的事业和无

尽的思恋，他走了。

太多安慰的话说给活着的人，也不能除去他们内心莫

大的伤悲；太多赞美的话写给离开的英雄，也不能换回英雄

的存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警16年来，叶光辉长期

扎根公安基层派出所，忠诚履职、爱岗敬业，勇于拼搏、甘于

奉献，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在平凡的

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为维护辖区社会

治安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生死时刻，他勇敢面对没有丝毫退缩；分秒之间，他挺

身而出尽显英雄本色。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他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

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护佑着辖区百姓的平安。他用自己平凡

而崇高的名字、可歌可泣的故事，诠释着忠诚信念、担当精

神、英雄气概。他不惧危险、挺身而出，以生命守护生命，以

力量传递力量，绽放出生命的璀璨光华。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叶光辉时刻牢记人民警察的光荣

使命，殚精竭虑、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深深热爱

的人民公安事业。叶光辉牺牲了，他的鲜血洒在了汝州大

地，用生命展现了一个人民警察的庄严使命和无悔荣光。

胸有忠心，才能擒顽凶而不退；心有赤诚，才会视苦难

如甘醴。叶光辉，用坚强的身躯铸就了平安汝州的牢固基

石，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敬仰。

泪别英雄，逝者安息。

一片丹心绽光辉
———追记因公牺牲的汝州公安民警叶光辉

英 雄 走 好
□李晓伟

叶光辉生前照片

送行的群众

为战友送行

11月22日，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尚士琳打开
与叶光辉的语音聊天记录，一遍遍地听着那熟悉的声音，泪水止

不住地在脸颊上流淌，哽咽着低喃：“叶所您咋走了呢……”

尚士琳是汝州市公安局临汝镇派出所辅警，而他口中的“叶

所”是临汝镇派出所副所长叶光辉。

叶光辉是尚士琳从警路上的领路人，两人亦师亦友。从警4
年来，每次出警尚士琳都跟在叶光辉的身后。

然而11月18日的一次处警，却定格了两人一同前行的脚
步———为制止危害公共安全严重暴力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年仅39岁的叶光辉在处警中突遭犯罪嫌疑人伤害，于
18日23时56分因公牺牲。

叶光辉同志牺牲后，公安部、省公安厅、平顶山市公安局先

后发来唁电，表示沉重哀悼。各级领导先后作出批示指示。受平

顶山市委书记张雷明和市委副书记、市长赵文峰委托，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赵宏宇前往汝州看望慰问了叶光辉的家属。

嵩山含悲，汝水呜咽。11月20日上午，叶光辉遗体告别仪式
举行，其生前亲友、战友和群众共600余人前往吊唁，送英雄最后
一程。

“把‘生’的机会留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

11月18日17时50分，汝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中
传来急促的声音：“你们赶紧来人啊！有人把俺家的房子拆了

……”

接到报警后，叶光辉带领6名辅警紧急出动。到达现场后，犯
罪嫌疑人李某驾驶挖掘机仍在破坏房屋。见民警要上前制止，李

某驾驶挖掘机疯狂向西行驶。

为防止伤害到无辜村民，叶光辉迅速把出警人员分成两组，

一组驾驶警车紧紧跟随，另一组疏散围观群众，并向汝州市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18时许，天色已晚，李某驾驶挖掘机继续向西行驶。西边是

车流人流较多的马路，如果他驾驶挖掘机向人群扫去，那么后果

将不堪设想。叶光辉心急如焚，立刻冲在最前面，一边向李某喊

话“快停下，你下来”，一边劝说仍未散去的围观群众“大家离远

点，不敢让碰住！”。

叶光辉慢慢靠近挖掘机，想趁李某不注意将其制伏。李某突

然停车，操作挖掘机铲斗旋转横扫，将躲闪不及的叶光辉和尚士

琳扫倒在地。紧接着，疯狂的李某又操作挖掘机巨大的铲斗向倒

地无法行动的叶光辉猛烈砸去，致叶光辉头部、背部多处重伤，

尚士琳受伤……

接到增援的请求后，汝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启动紧
急警情处置预案，并上报平顶山市公安局。市、县两级公安机关

主要负责同志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进行处置。21时18分，劝说
谈判无效后，特警队员强行破窗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其间，

受伤的叶光辉、尚士琳被迅速送往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遇到危险情况，叶所总是让我们退后，他自己冲在前面。”

虽然距事发已过去4天，但是躺在病床上仍不能起身的尚士琳怎
么也不相信叶光辉牺牲的事实，他哽咽着说：“把‘生’的机会留

给他人，把危险留给自己，和叶所一起工作4年，这样的情形我经
历了太多。”

参加工作不久，尚士琳就跟着叶光辉出警处置一起精神病

患者发病行凶的案子。“我们正在围困行凶的精神病患者时，一

名路人闯入现场。叶所急忙跑到路人跟前，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

安全通过，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尚士琳回忆道。

2017年12月9日，临汝镇西营村一户民宅起火。叶光辉带领
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村民张翠家院子浓烟滚滚，一个小女孩

站在门口大哭，一辆摩托车已经被烧毁，火苗从屋内蹿上房顶，

情况十分危急。

根据经验，叶光辉判定女孩的家人可能被困在屋内。他迅速

安排人员拨打119报警，并将出警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全力救火，
他带着另一组破门而入，从烟火中把张翠救出。从张翠口中得知

还有人困在屋内，叶光辉和队员再次冲进屋内，将一名昏迷男子

救出。此时，叶光辉和战友们已被烟火熏成了黑人。

在大峪派出所工作时，李增曾是叶光辉的教导员。他回忆

说，200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派出所接到报警称，玉皇村一农户
闲置的窑洞内藏着一名手脚被铁链束缚的壮年男子，形迹可疑，

疑是潜逃犯。

李增带领叶光辉等4名民警紧急赶往现场，只见废弃的窑洞
两扇木门紧闭，里面漆黑一片，情况不明。叶光辉冲在前面，一脚

踹开木门，迅速控制了对方。借助手电筒的灯光，民警才认出对

方是附近村庄走失的精神病患者。

“当时好悬，也不知道光辉哪来的劲儿，黑灯瞎火，一下子就

冲进去了，而且迅速控制住了对方。”李增说。

初心如磐，本色依然。“既然穿上了藏蓝警服，就要尽早把自

己锻造成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要往前冲，不退缩。早一分钟解

决问题，人民的生命安全才能早一分钟得到保障。”叶光辉生前

的教诲，此刻让尚士琳有了更深的理解。

“群众的事无小事，再小也要办，而且要办好”

“2005年9月初，我接到上级通知，给大峪派出所分配了一名
新民警，这名新民警就是叶光辉。我开车去接他时，他父亲推着

一辆自行车来送他，后座上放着床单包裹的被褥衣服。当时，光

辉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爱说话、朴实腼腆的小伙子。”李增忆起

第一次见到叶光辉时的情形。

2005年9月，从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叶光辉踏上从
警路。虽然要从山乡片警做起，但是他并无怨言，而是不住地告

诫自己：“既然穿上了警服，就要对得起自己的使命！”他是这样

说的，更是如是做的。从警16年，他始终把百姓装在心间，用一腔
赤诚和热血守护着万家平安。

“听到光辉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的噩耗，我一晚

上都没睡着觉，过去他帮我的事儿总是浮现在眼前。”大峪镇大

泉村村民刘中良哽咽着说。

与叶光辉第一次打交道的情形，刘中良用“素不相识又备受

感动”来形容。

2008年的一天，刘中良的表弟急着去登封一家煤矿务工，矿

上需要提供身份证，但是刘

中良的表弟身份证遗失了，

便找到他帮忙。当时，刘中

良与做户籍警的叶光辉素

不相识，通过别人打听到了

叶光辉的手机号码。由于是

星期天，刘中良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给叶光辉打了电话。

“正休班的叶光辉问清

情况后，二话没说开车从汝

州市区赶到20多公里外的
大峪派出所，为我表弟出具

了户籍证明。”刘中良说，

“我和光辉素不相识，再说

他正在家里休息，我准备开

车接他到派出所，但他坚决

不让，自己开车过来了。为

了一件小事，往返50多公
里，他这种实打实为群众办

事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从

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刘中良在大峪镇承包

了1万多亩荒山植树造林，
时常有村民赶着牛羊到林区放牧损坏树木，并与护林员发生冲

突。得知此事后，叶光辉主动带领民警前去给村民讲法。从此，村

民到林区放牧的事儿再也没有发生。

“正是光辉妥善处置，使我的1万多亩荒山林木如今长得很
好，我也因此成了汝州市的造林模范，受到汝州市委、市政府的

表彰。”对于叶光辉的牺牲，刘中良悲痛不已。

在大峪派出所做户籍警时，每天都与群众接触，叶光辉深知

群众翻山越岭到镇上办事的艰辛。所以，他每次进村都会帮助村

民们代办业务，收集村民上户口、领证的相关资料甚至带着办公

设备上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办理户籍业务。他常说：

“群众的事无小事，再小也要办，而且要办好，只有这样才能让人

民群众满意。”

说起叶光辉对乡亲们的惦念，叶光辉的母亲张玉梅有着深

刻的体会：“光辉在大峪镇工作时，有一次他休班正赶上大峪镇

集会，本来约好中午一家人聚餐，可是到中午也不见人。给他打

电话，他说‘大峪是山区，山里的村民趁着机会翻山越岭到所里

办事，他们走了那么远的山路，让他们白跑一趟不忍心’，那天光

辉赶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知儿莫如母。张玉梅说：“2018年底，光辉的父亲患脑梗住院
半个月，他只匆忙到医院探望两次，每次都是没说几句话便匆匆

离开，忙得连陪他父亲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我知道光辉是一

个孝顺的孩子，只是他当了人民警察，太忙了。”

“我们村有一个敬老院，里面住着50多位老人。叶所长一直
牵挂着，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春节都自己花钱，购买米面油和水

果来看望慰问老人。工作间隙，他还经常到敬老院帮忙打扫卫

生、清理垃圾……”临汝镇东营村党支部副书记史鹏飞说。

“每次出警，看到路上有石块等障碍物，叶所就下车把障碍

物挪开，说如果群众开车不注意碾上石块就会打滑、翻车。每次

出警遇到行动不便的人，叶所总是上前背起转移。18日，叶所一
直在整理一份厚达400页的网络诈骗案卷宗，临近中午，他还抽
时间带着礼物到结对帮扶的脱贫户家慰问。”躺在病床上的尚士

琳一件一件地诉说着叶光辉的好，“叶所为群众排忧解难，完全

是出自真心。群众要送锦旗表示谢意，他总是拒绝，还到派出所

附近一家群众常去制作锦旗的复印店告诉老板，锦旗若是送给

他的，让其劝告群众不要送。”

叶光辉心里不仅装着百姓，而且惦念着所里的年轻同志。

尚士琳哽咽着说起18日吃晚饭的事儿：“那天下午，我有事
耽搁了，到所里食堂有点晚，食堂师傅刚把摊好的鸡蛋煎饼放进

叶所的碗里，忙碌了一整天的他看到我进来，就把鸡蛋煎饼夹给

我让我吃，还说年轻同志饿得快。吃完后，我们便接到警情出警

了……”

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自有你。惊悉叶光辉牺牲的噩耗，

曾经与他一同战斗的同事、受他帮助过的造林大户、被他从大火

中救出的村民……纷纷自发为他送行。

许多网友也纷纷抒怀，寄托哀思———

韶华立志铸忠诚，肝胆磊落暮色轻。黄叶飘飞为君祭，浊酒

一杯送英雄。

一叶陨落万人悲，警营齐怮悼光辉。以身许国护正义，崆峒

烟雨汝水泪。

……

“爸爸欠我一个生日”

11月17日早上，上班临出门时，叶光辉对妻子李秉贤说：“局
里上午培训，若培训结束晚，中午我回来在家吃饭。”

李秉贤没有太在意，只是像往常送叶光辉上班出门时一样

答应说“好”。上午10点多，叶光辉给李秉贤打来电话说，培训结
束得早，派出所里有事，他直接去临汝。电话中，李秉贤回答说

“好”。

李秉贤实在难以想象，这两次对话竟是夫妇二人的诀别。
11月22日，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李秉贤下意识地拨打叶光辉

的手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冷冰冰的提示音是那么

的熟悉，但最熟悉的人已离她而去。

望着桌上叶光辉的遗像，李秉贤放声大哭：“我们是同学相

恋结婚，工作后他总是说等不忙了、闲了带我们一家人出去转

转，开开心心去旅游。可他总是没有空闲，约定的时间一次又一

次往后推。他是警察，我理解他，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他答应我的

事应该在退休后能实现，到时我们会有时间的……”

李秉贤说，叶光辉值班时在临汝镇见不到人，轮休时回家白

天也见不着人。因为叶光辉不是到医院做笔录，就是去局里了解

案情进展，常常忙完回来已是晚上八九点，两人的交流多是通过

微信。

李秉贤打开手机，翻出一组照片说：“这是今年光辉过生日

时拍的，他在临汝镇派出所上班回不来，我做了3碗长寿面和孩
子们一起为他庆祝生日。吃饭前，7岁的儿子壮壮（化名）跑回屋
里在一张红纸上写‘爸爸生日快乐’，我拍了视频和照片发给光

辉，问他中午吃的什么，他回了一张照片———一碗捞面条。”李秉

贤红红的眼睛盯着手机上的照片，眼里满是两人互动时的美好

记忆。

突然，坐在一旁的女儿小雪（化名）大哭起来：“爸爸欠我一

个生日。”

11月15日是星期一，也是小雪的生日。由于小雪就读寄宿学
校，家人本想趁之前的周末提前给小雪过13岁生日，但叶光辉要
值班，便商定推到11月20日周六等他轮休时再过。

然而，期盼一周的小雪等来的却是爸爸因公牺牲的消息。11
月20日，本应是爸爸在家陪她过生日的，谁知却成了她送爸爸最
后一程。

“爸爸答应今年暑假带我们去北京舅舅家，可是6月推7月、7
月推8月……”满脸泪水的小雪“埋怨”着爸爸的一次次爽约。
“光辉是人民警察，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忙，等等再说。作为父

母，我们也知道他很忙，但是心里还是盼着他能多回来看看

……”张玉梅掩面而泣。

李秉贤手机相册中有一张相片———年幼的壮壮戴着叶光辉

的警帽敬礼。个头虽小，但有模有样。

英魂未远，光辉永存；少年初长，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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