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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那天你离开家，告诉我去买东西，我笑着说，你去吧。其实我很难过，
我知道你又要去工作了。”

“妈妈，我会自己洗袜子了，还会扫地拖地，还能照顾弟弟，你放心吧……”
“爸爸，家里有我请你放心，我已经 8 岁了，是个小男子汉了，我会照顾

好妈妈的。”
“老公，你安心执勤，我等你回家。”
……
一句句、一声声亲昵的称呼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警察家属”。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公安队伍中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和模

范，他们顾不上自己的小家，长期坚守在一线，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他们是平凡
世界里的微光，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们，是伟大
的，他们背后的父母妻儿，更是伟大的。

谢谢你，人民的好警察。
谢谢你，警察的家属们，是你们“等你回家”的诺言，给了他们前行的底气，伴

他们勇敢向前，放心地守护着商洛这个“大家”。

魏 毅

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

“几点回来？”
“说不上，不用等我。”
“娃最近……”
“咣当”一声，话还未说完，人已经出门了。“有啥电话里说，我急着去单位。”

门外传来说话声。
这样的场景，在王昭丽的生活中已重复了很多次。转过身，窗外的院子里樱

花的花期已过，又一个春天过去了，丈夫十年前许的诺言还没有兑现。
有很多次，王昭丽想着和丈夫好好谈谈。可现在，就连坐在一起聊聊闲话的

机会都没有。
王昭丽的丈夫叫魏毅，今年 39 岁，2008 年考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刑警。

由于工作认真负责，爱学习、善钻研，2014 年调任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上成立了疫情防控大数据核查专班，魏毅被
抽到专班负责数据处理工作。自那以后，一家人欢聚的时光更少了。

数据核查专班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警和社区所排查的重
点地区返回人员、密切接触者等信息，就来源于他们。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一
直盯着电脑，梳理、研判、分析全国各地推送来的数据信息，梳理筛查出有效信
息，再下发到基层网格，及时确定潜在风险人群，作出迅速判断和预警。

“我们最开始获取的都是‘粗信息’，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中高风险地区的
人从商洛经过，只要有时空交集，即使没有下高速，无人员接触，系统都会推送
给我们，我们就要通过筛选，将其过滤掉，留下有效信息。有的风险人群信息
缺项，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多个渠道补齐个人的缺项信息，再下发给基层。”
魏毅介绍说。

这是一项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工作人员必须非常仔细地盯着屏幕，不
能有任何遗漏或者失误，精神一直要保持高度紧张，尤其是疫情形势严峻时
期，需要快速找到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和密接者，马上采取相应措施，否则将
会引起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们要做到‘一刻不误，一条不漏，一查到底’，让数
据不能在我们这儿耽搁一分钟，因为多一分钟就多一份风险。”魏毅说。

魏毅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床，他们是 24 小时值班制，确保及时处理接收
到的数据。“我们不值班的时候可以休息，而魏主任不行，很多专业技术只有他
掌握，有些数据提取的权限也只有他才有，他要随时随地携带笔记本电脑，24
小时处于应急状态，真的非常辛苦。”办公室同事刘胜武说。

前段时间，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使魏毅过度劳累，免疫系统出现严重紊
乱，全身长红斑，眼睛肿得像铜铃，可他依然坚持坐在电脑前，每日连续工作十
六七个小时，处理各类数据。“我们所经手的每一条数据背后都关乎着商洛百
姓的安全。”他说。

工作时，魏毅常常是一双眼睛盯着两三个电脑屏幕，一盯就是一整天，甚
至可能会几天几夜无眠。直到手头工作结束了，他常常才发觉到口干舌燥，饥
肠辘辘。“忙的时候，一天要浏览 90 多万条数据。”他说。今年 1 月份以来，他
们从 538 万多条数据中逐批次梳理出涉商数据 12 万多条，需逐一核查疫情数
据 9万多条，均推送落地核查，每日对账销号，形成工作闭环。

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目前，魏毅已经 4 次荣获个人三等功，先后获得
“全省打拐工作先进个人”“全省侦破命案先进个人”“市直公安机关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到指挥中心工作以来，他针对商洛实际，先后总结、提炼出
了多个优秀技战法，被公安部在全国推广，并多次受邀参加省厅的经验交流
会，2018年 12月被省厅推荐到公安部参与专项研判，于 2020年 7月入选全市
实战大练兵专家人才库，2021年 4月入选全省公安机关专家人才库。

“魏主任非常自律，虽然工作很忙，他仍坚持学习，经常学习中央、省、市重要
会议、重要文件精神，阅读各类书籍，并注重钻研业务，提升业务能力。他有很多
好的习惯，每天锻炼身体、写工作日志，我非常佩服他。”办公室同事杨婷说。

在魏毅的抽屉里，放着 10 多个笔记本，这些笔记本上面用日记的形式记
录着他从 2008 年到现在每天的工作情况，包括工作计划、总结以及需要改进
的方面。晚上休息时，他都会对当天的工作进行“复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每一天都不能白过。”魏毅说。

最近，他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并撰写了心得体会，末尾处这样写道：“要自觉担当尽责，默默
无闻，甘于奉献，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就是魏毅，一个连续加班几晚上不回家的人，一个一躺在沙发上就会立
即睡着的人。每每看到丈夫休息时的倦容和落在枕巾上的头发，王昭丽又开
始心疼他。

丈夫真的不好吗？前几年，他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彻夜值班，无论加
班多晚，每天早上 6 点他都会准时起床，给她和孩子做早饭。她们吃饭时，
他做俯卧撑、深蹲等健身运动，然后送她上班，送孩子上学，一家人相聚的
时光是那么美好。

她心里清楚，丈夫不是不好。只是，他把守护给了“大家”。

鱼建发

一个看星星的人

5月 20日零点 10分，客厅很安静，只有“滴答滴答”的钟声。
谢春又一次起身，努力听听门外是否有脚步声。都一个多小时了，也该回

来了呀。
依然没有动静。睡吧，她劝自己。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多久才睡着。
早上起来，看着熟睡中的丈夫，谢春想摇醒他，告诉他今天自己要出差，又

一想，不知道昨晚他几点才回来，手又缩了回去。
类似这样，无数次的等待成了他们婚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谢春的丈夫鱼建发是商州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去年 10月份被

安排到商洛北站执勤。自那之后，原本忙碌的工作更忙了。
商洛北疫情防控检查站实行每天三班轮流值守制度，早班从 8点到下午 4

点，中班从下午 4 点到 11 点，晚班从 11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每班次由一名
县级领导带班，安排了城管干部 10 人、公安民警 6人、交警 4人、医务人员 4人
共同承担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巡特警大队民警主要负责外围治安，协助劝返
中高风险地区车辆，维护站内外正常秩序。

在高速路口执勤，有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4 月 3 日，清明节放假第一
天，鱼建发值中班，下午 7点多车流量突然增多，出站口的广场上停满了车，一
时间非常拥堵，扫码登记和核酸登记口的队伍已经排到了百米外。面对工作
人员不足的情况，鱼建发立即呼叫周边巡逻民警前来支援。随即，他又建议城
管局调来护栏，设置道卡，实施硬隔离。这个想法得到了带班领导的肯定，护
栏到位后，他们迅速安排，连夜设置了 S 弯道卡，忙完已是凌晨两点多。“当时
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人员密度非常大，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万一出现疫情，
将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鱼建发说。

“值晚班的时候，后半夜下高速的车辆较少，空下来的时间我最喜欢看星
空，商洛的星空太美了。”鱼建发说着，眼睛看向了窗外，好像又看见了美丽的
星星。

4 月 9 日，鱼建发还值中班。晚上 8 点多，他巡查时发现两个皮卡车停在
站外，从车上下来十几个人，说是四川凉山州人，在商州这边干活，现在活干完
了准备回去，对方还称一会儿有车辆来接。疫情形势严峻时期，为避免发生外

溢风险，按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出城。鱼建发将这一情况告知对方后，对方情绪非
常激动，还表示如果不让回家，就睡在站外的空地上。鱼建发和同事们耐心劝说
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他们说服，并联系工程的负责人将他们带了回去。

回到家，已是凌晨 1点，鱼建发以为可以松口气，坐在沙发上闭眼休息之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刚才那群人里有人做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你先不要乱
跑。”鱼建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时间想到，如果自己确诊了，将会给小区邻居
带来多大的麻烦？他开始懊悔，这么晚了，自己为什么不在站上眯一会儿，为什
么要回家，还乘坐电梯？就这样，他一直在沙发上坐着、想着，等着电话响，等着
被拉去隔离。

直到凌晨 5点，电话终于来了：“那个人是假阳性，别担心了。”
“心里一下子坦然了。”鱼建发说。那个晚上，他想得最多的是：“身为一名警

察，怎么能连累别人呢！”
如今，鱼建发已在高速路口执勤 7 个多月，不仅没有正常休假，还要负责

队里的日常工作。近期，按照分局“教官下基层”的工作安排，巡特警大队选出
来 8 名教官，负责分局全体民警的培训工作，训练项目包括应急棍术、擒敌术、
格斗拳、最小作战单元、队列训练等。鱼建发负责的，正是此次培训任务的落
实。每次下了早班，他都会赶回队里，检查和督促训练进度。“一个好教官要会
讲、会教、会示范、会做思想工作，要有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这样才能带出
强兵。”鱼建发说。

3 月 1 日早上 8 点，鱼建发刚下晚班就接到大队电话，说大荆镇辖区一名精
神病患者突发疾病，在村里闹事，要求立即前往处置。因为他有多次处置这类突
发事件的经验，队里安排他去现场。“我们赶到后，迅速勘查了周围地形，计划用
撞门钉强攻，对方看到有人来，把门打开半扇，一手拿菜刀，一手捡石头砸向我
们。我们按照最小作战单元训练方法，用盾牌挡住石块，迅速冲进屋内，徒手夺
过菜刀，将其约束住后，送医治疗。”鱼建发说，“作为人民警察，关键时刻不仅要
勇敢无畏，更重要的是要讲究战略战术。”

鱼建发今年 48 岁，已从警 25 年，妻子谢春已经习惯了他常态化的加班。“最
近半年多，我们一个月在一起吃不了一顿饭。他晚上回来时，我睡着了，他醒来
时，我去上班了，总是错过。”谢春无奈地笑着说，“但是，我还是会支持他。”

刘 静

一个“狠心”不回家的人

3 月 8 日，在丹凤县看守所门外，3 岁小女孩毛毛使劲地挥动着自己的小手，
想抓住妈妈的警服，让妈妈跟她一起回家。

爸爸抱住她，说要带她去买大玩具。她大声哭喊着：“我不要玩具，我要妈妈
回家。”

这一刻，大门里，毛毛的妈妈刘静瞬间泪如泉涌。她强迫自己转过身，背对
着丈夫和女儿，拖着沉重的双脚，毅然走向自己的工作岗位。

刘静是丹凤县看守所一名管教民警，2 月底刚刚做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身
体还未痊愈，得知监所要实行封闭管理，就主动递交了请战书：“刚刚收押入所的
张某，因年龄偏大，还患有高血压，情绪波动非常激烈，一直是我负责管教，如果
我不能执行封闭值勤管理，对他不放心。”在她的软磨硬泡下，大队领导只能答应
了她的请求。她带着尚需休息调理的身体，全力投入到监所疫情防控之中。

就这样，她与家人一别就是 35天。
是什么让她如此“狠心”？责任，是最贴切的回答。
2017 年，刘静成为一名公安辅警。工作中，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爱岗敬

业，忠诚履职。在综合岗位上，她严格按照管教民警职责照章办事，认真审验各
类法律文书，悉心录入每一组数据，全力配合办案单位的工作，实现了信息录入
零失误，确保了信息采集率和高准确率；对新入所人员及时进行 24 小时教育谈
话，消除在押人员紧张、恐惧的心理；对患病的在押人员，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
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以对工作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为监所安全管理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有一次，4 名缅甸籍“三非”女子因非法入境被拘留审查。刚入所后，她们不
吃不喝，思想压力大，情绪极不稳定。身为管教民警的刘静，克服了和她们交流
不易等困难，自费给她们买饭、送水、买日用品，教她们说中国话、写汉字，为她们
疏导心理压力，打消了她们诸多的思想顾虑。她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再三感谢
刘静的关怀和照顾。

今年 2 月 6 日，看守所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在丹凤县看守所，我切
实体会到了国家法治的公平正义和人间的真善美，我将从这里出发，带着无尽的
感激，带着对光明的向往，去改造灵魂，去洗刷耻辱。”来信的是释放不久的李某
某。2021 年 10 月，李某某因盗窃被送到丹凤县看守所羁押，刚入所时情绪很不
稳定，刘静经常对她进行教育谈话，同时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今年 1 月份，李
某某患上严重的痔疮，刘静上下协调，从饮食、药物、治疗等多方面给予悉心照
料，帮助李某某恢复了健康。“送上一个微笑，温情管人；倾注一份关怀，亲情暖
人；每天一声问候，真情劝人”，刘静的细心感动了很多在押人员，让他们解开了
思想疙瘩，重新走上正途。

安全是监所的根本，是监所的生命线。监所封闭管理期间，刘静积极做好与
不同岗位民警的衔接，采用多种巡查巡视方法，及时发现监室内存在的问题，第
一时间杜绝监室内的安全隐患。因为巡控岗位需要 24小时有人在岗，当她看到
有战友带病坚持值守的时候，主动请缨上巡控岗，连续值夜班，无数次巡视监区
走廊，体现了一个“女强人”的责任和担当。

正如刘静所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看似简单的坚守，其实就是一场责任与
担当的修行。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能坚守住这份担当，我们的祖国才会如我们期
待的那样繁盛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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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丹凤县

第九幼儿园的小朋友在

老师带领下走进丹凤县

消防救援大队，零距离

认识消防、学习消防、体

验消防，让消防安全知

识牢记在心里。

（记者 胡 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