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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了不起的“她”
“她不仅仅是我的妈妈，她还是她自己。”正在热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感动了无数观众,在警营里有这样一群人,她们既是民警,也是母亲、女儿，她们承载着亲情和慈爱，但肩

膀上的使命与担当却不输给任何男子，她们将最美的芳华,奉献给挚爱的公安事业,坚强与责任之下,有着别样的温暖与慈爱。——她们就是白城市公安局的“警花”们。
他们是白城公安警营里的“李焕英”，他们把青春给了家庭、孩子，更把爱融进了挚爱的警察事业。因为公安工作的忙碌，他们时常缺席对孩子的陪伴，在许多个假期、节日，他

们答应孩子会早点回家，却又一次次失约。
期许在灯笼上，守护在警灯里。女警的背后有着许多心酸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是一名警察，也是一名军嫂。从警7年来，她被公安机
关授予了许多荣誉，先后被省公安厅授予“十佳百优社区民
警”“最美基层民警”“最美青年民警”等荣誉称号。她就是镇
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社区民警关昕孺。

关昕孺是镇赉县唯一的一名社区女民警。在同事和社区
居民的眼里，她就像“陀螺”一样，始终运转不停——巡逻防
控、入户访查、办理证件……“忙碌”是她的工作状态，“奔跑”
是她的工作常态。经常是处理一个警情时，对讲机中又传来
另一个警情。关昕孺总能及时赶到现场、妥善处置。

2019年4月，已经91岁高龄的刘大爷独自乘坐客车从乡
下来到镇赉县城儿子家，可到了县里却怎么也找不到路。随
后，好心的客车司机打电话向城北派出所求助。正在值班的关
昕孺立即驾车赶到客运站，将刘大爷接到派出所详细询问情
况。她通过平台系统很快就找到了刘大爷儿子的联系方式。

“孩子！我的脚有些麻了，这袜桩太勒了，鞋带也太紧了。”
“大爷，你别动！我帮你把鞋带松开，脱下袜子就好了。”关
昕孺二话不说，俯下身子为刘大爷解鞋带儿、脱袜子，并轻
轻地为老人按摩起腿肚子。这一幕也正好被赶到派出所的刘
大爷儿子看到。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关昕孺主动请缨投入到疫区返乡人
员信息核查专班。每天拨打100多个电话，还要兼顾日常派
出所事务工作，连续2个多月的奋战，使她整个人瘦了一圈。
对于当时怀有6个月身孕的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关昕孺的丈夫常年在部队驻守。作为军嫂的她自然也扛
起了家庭的全部压力。小女儿4个月的时候，每天需要哺乳4

次，但由于工作原因，关昕孺常常延时送奶、有时更是无法
回家。孩子不吃奶粉，经常饿的直哭。生活上虽有父母帮
衬，父母的身体健康却是关昕孺的一块“心病”——父亲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有时候生病还需要去医院检查。关昕孺
抽不开身陪伴左右，时长只能通过电话询问老两口的身体情
况。

“自己不怕苦、累，却时时处处想着我们……”同事这样评
价她。用所长的话说，小关既是我们的同事、战友，更是我们
的亲人，是全所的“小棉袄”。

“三尺桌前，20年坚守”。她是大安市公安局交巡警大
队一名普通的的微机员。一部电脑、一个键盘、一腔热血支
撑着她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执着的信念演绎着无悔人
生。她的名字叫任东楠。

2001年，19岁的任东楠成为了一名辅警。刚刚走出校
门的她干起工作来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书本的知识实践
起来总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她下班后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任东楠的电脑应
用水平进步飞速，对本职工作驾轻就熟。

任东楠聪明伶俐，钻研好学，她打字速度之快、差错率之
低在大安公安系统堪称之最。她精通电脑的所有功能，将电
脑的各种程序运用得淋漓尽致。有的同事在文档编排、表格
制作等诸多业务上遇到困难时，都向她“求医问药”，任东楠
都会手把手地教、不厌其烦地讲，直到教会为止。

这些都要归功于她那超常记忆的“大脑”——她每年都
将电脑硬盘分门别类制作若干个文件夹，储存大量珍贵的资
料，目前已累计储存5万余份。每当大队需要何年何月、何
种材料时，她都会准确无误地将材料调出。上级主管部门到
大安市交巡警大队检查工作时，都称她的电脑是“百科书”

“档案库”。
2020年末，大安市公安局“交巡合一”工作全面铺开。

近万字的方案几十次修改和完善，任东楠连续20多天在单
位加班，两个多月没有休过双休日。如此高的工作强度，任
东楠对家庭有许多亏欠，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里的生
活琐事她都无暇顾及。多少次她睡下了又接到单位电话，只
好再次披着衣服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

与任东楠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她勤勉敬业、心
地善良、乐于助人，总能将阳光的心态带给身边的同事。每天
清晨上班，大队机关办公大厅LED屏幕前总会引来大队领
导和民警的驻足观看。滚动的字幕打印出当日的工作安排，
值班、值宿……这些信息编辑都出自任东楠之手。在设置
LED字幕的5年里，任东楠每次都是精心设计、及时更新。

疫情防控期间，大队食堂每天中午要制作70余份盒饭
送到一线检查点。为了能让民警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任东楠
每天都主动到食堂帮厨，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任东楠就是
用这些看似普通的一个个小事，温暖着身边所有人。

平凡中演绎无悔年华
●李欣哲

任东楠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工作。 杨世东摄

踏霜踩露而出,披星戴月而归，虽然她没有警衔，但是她
始终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青春，她就是白城市公安局
洮北分局辅警王岩。每每同事问她，工作15年还这么“拼命”
图个啥，她总是微微一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王岩得知后勤保障部门的任
务繁重，急需人手，她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找到领导要求
要到最苦、最累、最脏的岗位工作。王岩回忆那段时间，经常
是天没亮就上班，夜深了才回家。

“工作辛苦不算什么，亏欠最多的其实是刚刚学会冒话的
孩子。”当提到自己4岁的女儿时王岩的眼角湿润了。王岩的
爱人整天工作繁忙，无暇顾家。夫妻二人实在没办法，王岩只
能在大年初一，把年迈的母亲接过来照看孩子。王岩母亲本
身身体不好，每日都要服药，但更多的还是对女儿的理解和支
持。为了不让女儿有顾虑，影响到女儿的工作，即使孩子再哭
再闹、自己身体再不适都不会给王岩打电话。

作为保障组成员，王岩每天要保障600人次的饮食。主
要负责食材采购、备菜、炖炒、分餐、配送……最重要的是必须
保证盒饭按时送到位，一日三餐，循环往复，每天都要忙到晚
上将近十点。连续两个多月高强度的工作，王岩的工作得到
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此高强度的
工作也让她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每天都要靠贴膏药和吃
止痛药减少疼痛。为了让抗疫执勤一线的战友们吃饱、吃好、
吃的放心，王岩还积极发挥个人特长，通过互联网搜索和研究
膳食营养搭配，制定采购计划，科学编排食谱。通过丰富合理
饮食，进一步激发抗疫前线同志们的旺盛精力和昂扬斗志。

工作上她是不讲条件、不提要求的“铁娘子”，可是孩子还

小，刚刚学会冒话，说得最多的就是叫妈妈。每当孩子在家喊
妈妈的时候，王岩母亲都会拿出玩具逗她开心。可每当到了
晚上，孩子就是不吃饭，哭着喊着找妈妈。王岩母亲就打开门
陪着孩子在楼梯口一起等王岩回来，有时一等就是1个多小
时，最多的时候竟然等了将近3个小时。有时孩子等着等着
就睡着了，老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单位领导考虑到王岩是一名女辅警，实在不忍心让她向
民警一样付出太多。王岩总说：“我家孩子虽然小，但是她很
懂事，等她长大了会理解我的。”在王岩的心中，穿上这身警
服，便意味着担起了肩上的职责。

冬季昼短夜长，晚上7点多，天色就已漆黑一片。幼儿
园内，一名年仅3岁的小女孩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翘首期盼
幼儿园的大门——这是萦绕在王玮玉脑海中的“记忆”。每
每想起，泪水都会在她眼眶中打转。

王玮玉是白城市公安局园区分局的一名内勤，经常面对
很多繁杂、琐碎的机关事务，文档编排、制表撰文、协同办案
……参加工作仅3年的她，早已成为同事眼中独挡一面的

“战士”，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吃过的“苦”和对家人的“愧”。王
玮玉和丈夫都是警营的一份子。对于警察来说，加班加点是
工作常态；而对于一个“双警家庭”，更是如此。夫妻俩在各
自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坚守担当。

一次，王玮玉在单位加班错过了女儿从幼儿园放学的时
间。她第一时间给爱人打电话，结果丈夫也在外出任务、脱
不开身。无奈之下，王玮玉只好请求幼儿园老师帮忙照看。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手中的工作还有很多要赶。期间，老师
也几次打电话告知小女儿情绪不稳定。王玮玉只好通过微
信视频和女儿说说话，一边忙着手中的工作、一边哼唱着儿
歌稳定她的情绪。直至晚上7点，王玮玉忙完手中的工作急
忙跑到幼儿园接女儿，母女俩见面抱在一起，泪水夺眶而出。

“宝贝，对不起！”“妈妈不哭，我们回家吧！”女儿稚嫩的

小手帮她擦拭着泪痕，王玮玉心里既欣慰又愧疚。
此后，王玮玉夫妻俩时有加班情况，但小女儿却再没有

哭闹过。如今，看着刚刚过完4岁生日的女儿，王玮玉十分
欣慰女儿的坚强和懂事。

“阿姨您别急，有什么问题坐下慢慢说，户口怎么啦，我给
您想办法解决。”

她叫张馨元，从2013年参加公安工作已经在户籍岗位上
牢牢坚守了7年。户籍窗口虽小却关系着群众的切实利益，
她创建了“馨元微吧”，开通了“指尖”上的便民服务，是辖区居
民交口称赞的“好警花”。

但称赞张馨元的居民不知道的是，她的老公张志强，也是
一名人民警察。在张馨元为“为民服务”的时候，张志强同样
守在属于他的岗位上，保卫着辖区群众的安全。

2016年6月的一天，为了辖区高考学子能够顺利应考，
洮南市公安局兴隆派出所开通了户籍窗口周末绿色通道，张
馨元毅然在岗。未曾料想当天下午自己1岁大的儿子发烧至
39度，而此时张志强正在执行任务。情急之下，张馨元只能
电话请求亲戚先行带儿子去医院就诊，她自己直到办完最后
一份高考学子所需身份证件材料后才急忙赶赴医院。看到刚
刚熟睡中幼小的儿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张馨元每天负责将疫情相
关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和统计，张馨元不分昼夜坐在电脑
前，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筛查、核对，确保了每条信息准确无
误。长时间工作连轴转，她熬红了眼，神色憔悴了。所领导
和同事们都劝她回家休息，她却说：“没有什么大事儿，顶一顶
就过去了。”

2020年张馨元被调任到指挥中心工作，新岗位的第一个

工作就是抽调多名女民警外出执行任务。原本由于家中有小
孩需要照顾，张馨元并不在备选名单中，但她却主动请缨，第
一个将名字写在了名单上。“馨元啊，你家里孩子还小，夫妻俩
都在一线，谁来照顾孩子啊？”当领导和同事问起她来，她却笑
了笑说道：“我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了，比起有的女民警还在襁
褓中的孩子，我们家不算年幼！”只有她自己知道，孩子早已习
惯了每晚有她陪着入睡，而妈妈不在家的夜晚，儿子常常抱着
妈妈的睡衣入睡。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孩子，外出办案要注意安
全！”每当稚嫩的童声和老母亲的嘱咐萦绕耳际，刘丹的内
心都会涌起深深的愧疚。

刘丹是通榆县公安局的一名法医。让死者“复活”，让
尸体“说话”，是她从警12年来的重要任务。她独立或参
与完成各类案件的检验鉴定多达200余起，参加各种重特
大命案的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130余次，为通榆县公安局
侦破各类案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客观证据。由于胆大心
细、善于分析，刘丹先后参与破获了多起重大疑难案件，
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她也因此多次荣获个人嘉奖。

“云剑”行动期间，刘丹被抽调参与案件抓捕工作，她
与同事们先后2次前往广东省、湖南省等地实施抓捕行
动。每逢有现场，刘丹总是主动要求到一线去，无论狂风
暴雨，无论白天黑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在外出办案的10余天里，她白天外出搜寻嫌疑人踪迹，夜
晚回到宾馆还要与同事们探讨案情、研究计划，十几天里
只给家里挂过两次电话报平安。半个月后，刘丹和同事们
一同将抓获的数名嫌疑人押解回通榆县，回到家本想好好
抱一抱女儿的刘丹，一进家门发现，女儿正在家中打着点
滴。原来，女儿近两天高烧近40度，孩子生怕让母亲分心
记挂自己，没有让姥姥将生病的消息告诉远在外地办案的
刘丹。刘丹放下手中的行李一把将女儿搂在怀里，说不出
的酸楚和愧疚一瞬间涌上心头，平时见到血腥暴力犯罪现
场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刘丹，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一名出色的法医，除了胆识过人、技艺高超，还要有
对案件线索的敏锐嗅觉。2016年，通榆县发生了一起命
案。新年刚过，新华镇李某夫妇在自家被残忍杀害，几日
后才被同村村民发现报案。由于当时正值夏季，发案时间

较长，现场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要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
证是非常困难的。刑侦人员在外围调查，刘丹负责现场痕
迹物证搜索工作。一连3个小时的工作加上现场又闷又热
气味难闻，汗水顺着刘丹的脸颊淌下来，身体也很快吃不
消。但是刘丹却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强忍着难受，严
格按照规定的程序，一丝不苟地搜索可疑痕迹。最终，刘
丹将整理好的尸检结果与现场勘查材料第一时间送往省厅
刑侦部门，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客观证据。不到一周的时
间，通榆县公安局民警便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12年从警生涯，却已工作近2400天、加班了1800余
小时，她没有因为是女性就降低工作标准，更是展现出了
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

法医妈妈用执着与坚守书写“藏蓝精神”
●朱梦琦

刘丹在实验室进行物证检验工作。 胡海学摄

用柔弱双肩扛起“半边天”
●朱梦琦

“双警家庭”对孩子“双倍的亏欠”
●朱梦琦

用十五年青春，守平凡岗位
●李欣哲

警妈脑海中有一段愧疚的“记忆”
●朱梦琦

王玮玉在单位加班工作。 闫禹摄关昕孺在认真核对入户走访信息。 韩麟麟摄

张馨元与辖区群众话家常。 朱梦琦摄

王岩认真查阅工作资料。 姜立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