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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清明时节，我们总会想起那些为了守护人民安宁、社会公平正义而献出宝贵生命

的政法英烈们。他们用生命谱写下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汇聚成照亮公平正义的

耀眼光芒，构筑起维护国泰民安的铜墙铁壁。 ——编 者

在领导同事们眼中，刘爱国是个“实干人”。

刘爱国生前任山东省潍坊监狱十四监区二

级警长，从警 27 年来，他扎根监管改造一线，练

就了一身过硬的业务本领。

2017 年 5 月，罪犯李某被调入了刘爱国所

在的分监区。李某因犯抢劫、强奸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9 年，入狱后因不服从管理，抗拒改造，

让干警们感到头疼。

这样的罪犯如何改造？刘爱国认真梳理李

某 的 相 关 情 况 ，采 取 针 对 性 较 强 的 改 造 感 化

举措。

虽 然 改 造 难 度 大 ，但 刘 爱 国 丝 毫 没 有 畏

难，他综合利用个别谈话、挖掘闪光点、细化考

核等方法逐步建立信任，还注重发挥亲情感召

作用，通过亲情帮教活动使李某与家人建立稳

固亲密的关系。经过坚持不懈的教育帮扶，李

某不仅成了监区级改造积极分子，还参加监狱

组织的忏悔演讲，帮助更多罪犯反思悔过、积

极改造。

实际上，刘爱国所在监区的罪犯，大多改

造难度较大。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始终孜

孜不倦提升罪犯教育引导质量，特别是他充分

利用监狱近年来推行的“心桥”联系手册攻心

治本，充分尊重每一名罪犯，逐一解答他们的

疑虑困惑，对他们的回复从不敷衍应付，真心

实意帮助罪犯从“心”开始，走向“新”生。

20 多 年 来 ，刘 爱 国 对 待 工 作 始 终 任 劳 任

怨 ，认 真 负 责 。 面 对 所 在 监 区 值 班 警 力 紧

缺问题，他不推不躲、奋勇担当，每次执勤总

是 提 前 到 达 岗 位 。 当 监 区 其 他 同 志 无 法 参

加 值 班 备 勤 时 ，他 总 会 主 动 请 缨 ，牺 牲 自 己

的 休 息 时 间 替 班 换 班 。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

下，“提前到岗 10 分钟”成为监区交换班时的惯

例，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大大提升。

刘爱国值勤时毫不含糊、一丝不苟，点名、

记录、巡查、谈话教育……每个环节都认真细

致。他说：“工作就是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

哪个都不能省、不能松懈，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瑕

疵累加起来可能就会给监管安全埋下大隐患。”

2022 年 7 月 13 日，刘爱国在执勤时突发疾

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 54 岁。刘爱国

用自己的辛勤耕耘、默默付出书写了重塑灵魂、

育新育人的不凡人生。

山东潍坊监狱十四监区原二级警长刘爱国——

用辛勤耕耘书写不凡人生
本报记者 张 璁

一段时间过去，依然无法抹平广西壮族自治

区平果市人民法院干警心中的悲伤和怀念——

2023 年 5 月 25 日，他们的同事平果市人民法院一

级法官黄光德，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

效去世，离开了他坚守 32 年的审判岗位。

就在倒下的当天上午，他还牵挂着前一天审

理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到单位的第一件事便是找

到书记员廖春棉，叮嘱她认真核校案件数据。廖

春棉没想到，这是黄光德交给自己的最后一项

工作。

黄光德于 1991 年调入平果市人民法院工作，

先后在旧城人民法庭、民事审判庭、立案庭、执行

局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他办案十分注重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与法律

效果相统一。在审理某企业和某公司的合同纠纷

案件中，黄光德带领书记员深入厂房、车间，了解

案情。他发现，双方对于尚欠费用数额并没有争

议，但是被告不愿意支付建设进度滞纳金。哪里

有争议，哪里就重点普法、消除分歧。在判决书

上，黄光德详细释明了支持原告主张滞纳金的相

关法律规定，并清晰列出了滞纳金的计算方式。

“收到判决书之前，被告还很有情绪，看到判

决书之后，被告表示心服口服、服判息诉。”廖春棉

介绍，黄光德还对原告企业在合同上存在的漏洞、

风险进行了提示，不仅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还

推动完善了企业管理。

“每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老百姓

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黄光德将群众放在心

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起案件。近 5 年来，黄

光德共受理民事案件 1714 件，审结 1670 件。

2022 年初，25 名农民工因被长期拖欠 9 万余

元工资，多次讨薪无果后将包工头及分包公司告

上法庭。了解情况后，黄光德立即联系被告，并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耐心释法析

理，告知不履行义务将承担相关法律后果。经多

番沟通协调，包工头及分包公司同意偿还拖欠工

资，25 名工人共 9 万余元工资全部追回。

“法律有尺度，也有温度。”黄光德常到当事人

家中走访了解案件情况，当事人因病无法出行，就

将庭审开到当事人家中。李某亮原本在做生意，

但因为生病，家里的重担落在了妻子身上。为了

顺利代理李某亮生意上的事，李某亮的妻子向法

院申请确认李某亮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黄光德

在承办案件第一天便登门走访，第二天就到李某

亮家现场审理，李某亮的妻子当天就拿到了判

决书。

黄光德常说：“群众到法院打官司，我们要将

心比心，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在黄光德的一

本工作笔记里，扉页上写着“尽忠职守，奉公守法，

公正廉洁”，他用 32 年的坚守诠释了这 12 个字。

广西平果市人民法院原一级法官黄光德—

用好“情理法”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记者 魏哲哲

2023 年 4 月 17 日，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城区

某加油站旁的竹林深处，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生死搏斗。

当天 13 时左右，青神县公安局青竹派出所二

级警长蒋久华带领两名辅警开展走访巡查时，发

现一名形迹可疑人员，立即上前询问盘查，不料对

方突然持刀相袭。蒋久华没有丝毫犹豫，迎刃而

上，却不幸被歹徒连刺数刀，鲜血浸透了警服。最终

蒋久华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46岁的生命就此定格。

“晚上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蒋哥负伤时的场

景。”当天和蒋久华一起巡查的辅警李俊回忆，当

时，蒋久华从背后抱压控制歹徒，没想到歹徒持刀

疯狂挥刺，致使蒋久华左腋下方中刀，瞬间血流如

注，但蒋久华保持抱压姿势丝毫没有松劲，直至歹

徒被完全制伏，倒在血泊中的蒋久华才松开手。

“任由我们呼喊，他再也没睁开双眼。”李俊泪流满

面地说。

赤胆忠诚，誓言无声。蒋久华从警 20年、入党 19
年，当过 2年辅警、3年巡警，在禁毒战线上奋战过 5
年，也在派出所十年如一日服务群众，将根深深扎进

基层，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奋斗奉献。在同事的记忆

里，他忙碌，认真负责，工作狂；在老百姓的印象里，他

温暖，善良勇敢，热心肠。

蒋久华 2003 年 12 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凉山彝

族自治州越西县公安局，2008 年 3 月被调至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在同事眼中，蒋久华诚恳踏实、业

精技强、办案漂亮。在凉山工作的 10 年间，蒋久

华共办理刑事案件 300 余起、行政案件 500 余起。

从凉山到眉山、从高原到平原，蒋久华的岗位

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从警初心。2014年，他调入

青神县公安局的农村派出所——黑龙派出所。他

和村民聊庄稼保生长妙招，和村镇干部调解村民纠

纷，把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在农村派出所期

间，他先后化解村民矛盾 400 余起，救助困难群众

120余人次。

“久华做事亲力亲为，不管脏活累活都抢着

干。”回忆起与蒋久华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曾在黑

龙派出所工作的民警滕敏热泪盈眶。在农村派出

所的 8年间，蒋久华参加近 10个专案，破获 110余起

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00余名。

沉在社区，暖心为民。2021 年，蒋久华来到

青竹派出所，成为一名社区民警。蒋久华用真诚

付出赢得辖区群众的理解与信任。在社区民警岗

位不到 2 年，蒋久华进百家门、知百家事，工作日

记换了一本又一本，先后深入辖区 16 条街道，入

户走访 900 余户，积极参与防范电诈宣传并为群

众止损 200 余万元。

春日的阳光透过茂密树枝，斑驳光影映在青

竹派出所门口的学习展板上，蒋久华走访排查护

民安的藏蓝身影格外醒目。“青神出了一位一身是

胆、不畏生死的英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追悼

会上，当地群众泪别英雄。

四川青神县公安局青竹派出所原二级警长蒋久华—

赤胆忠诚 暖心为民
本报记者 张天培

2023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原主任吴伯华一如既往地在工

作岗位上忙碌着。这天一大早，他就前往看守所

开展节前安全检查，不料在与同事讨论工作时突

发脑出血。3 天后，吴伯华经抢救无效去世，他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 42 岁。

从审查起诉到控告申诉、社区检察，从案件管

理到刑事执行检察等，吴伯华在近 20 年的从检生

涯里，历经多个岗位，始终以精益求精的精神钻研

业务、开拓创新，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用心人”。

调离案件管理岗位前，吴伯华在“质检员”的

阵地上坚守了 8 年，力求让每一个司法案件经得

起检验。在吴伯华的推动下，长宁区检察院邀请

人民监督员广泛参与案件质量评查。为确保人

民监督员“真监督、讲真话、建真言”，从案件抽

选到案卷准备，吴伯华和同事把每个环节做实、

做细，最终人民监督员的合理意见建议采纳率达

到 100%。

在同事的印象里，吴伯华的业务素质过硬。

同事一时找不到、记不起的规章制度，他都烂熟于

心，随问随答。作为检察业务的关键环节，案件管

理要汇总各条线的业务数据、研判单位的整体业

务形势、密切与各部门沟通交流……吴伯华每天

需要接听大量电话，碰到各种问题，他总是一遍又

一遍地沟通解释、帮助分析，成为“问不倒”的数据

行家。

吴伯华不仅有对检察事业的热诚与坚韧，更

始终秉持“如我在诉”的意识和情怀，用心用情用

力解“法结”、化“心结”。

有一次，吴伯华提审涉嫌贩毒的单亲妈妈李

某，现有证据虽然已经足以定罪，但面对无可辩驳

的事实和证据，李某却百般抵赖。吴伯华明白，他

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家里还有什么牵挂吗？”吴伯华轻轻地一句话，

瞬间打开了李某的心扉，她不禁掩面痛哭。原来，她

与母亲及 3岁的儿子相依为命，近日又听说母亲中

风，情绪极度低落。了解情况后，吴伯华不仅前往李

某住处探望其母亲和儿子，还多次走访李某所在的居

民区，为其母亲就医、孩子入园奔走，并最终一一妥善

解决。当审讯室里的李某看到母亲的嘱托、孩子的笑

容，她终于卸下了心防，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

事实，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构成立功。

吴伯华生前最后一个岗位是负责刑事执行检

察工作。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细致入微的

思考，他通过巡监、谈话、查看监控等方式，用一双

“火眼金睛”敏锐查找监管场所存在的问题，及时

提出纠正意见，给出真招实招。

“10点我们一起去巡监吧。”这是吴伯华离世前

与同事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始终践行着人民检察官

的初心和使命，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上海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原主任吴伯华—

在办案中解“法结”化“心结”
本报记者 张 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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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④分别为蒋久华、吴伯华、黄光德、

刘爱国。 资料图片

图⑤：日前，福建省公安厅在福建公安英烈纪

念园开展“致敬公安英烈 激发奋进力量”主题党

日活动。 林加炜摄

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

奉献最多、牺牲最大的队

伍，2023 年全国仅公安机

关就有 253 名民警因公牺

牲。一个个政法英烈的闪

亮名字，一个个催人泪下

的感人故事，如同一面面

旗帜高高飘扬，在激荡奋

进 的 时 代 征 程 中 熠 熠 生

辉，将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

国家之急。长期以来，政

法战线英雄辈出、灿若繁

星。他们忠诚不渝、无私

奉献、舍生忘死，谱写了一

曲曲捍卫政治安全、维护

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的英雄赞歌。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的征途上，

永远镌刻着他们的热血忠

诚和不变初心。连日来，

各地以“铸魂·2024·清明

祭英烈”为主题开展宣传

教育活动，通过线上开通

网上祭扫平台、线下开展

群众性纪念缅怀活动等方

式，将崇高的敬意献给英

烈 ，将 至 深 的 怀 念 长 留

心间。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

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

出。近年来，从设立烈士

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

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

法保护烈士合法权益，全

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

关 爱 英 雄 的 氛 围 更 加 浓

厚。缅怀英烈，是为了学

习传承他们热爱祖国、忠

于人民、无私奉献、敢于牺

牲的宝贵精神，更是为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

共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艰苦

奋斗、不懈奋斗。

传承是最有力的礼赞，赓续是最崇高的致敬。清

明节前夕，宁夏银川市公安局组织开展清明缅怀公安

英烈活动，举行祭奠因公牺牲民警王建忠暨警号重启

仪式。仪式上，王建忠之女王学毰戴上 100813 这个象

征着两代人精神传承的警号。警号重启，延续的是光

荣使命，闪耀的是捍卫公平正义、守护万家灯火的精神

传承。崇尚英雄、见贤思齐，英烈精神代代相传，必将

激励广大政法干警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不懈努力，为续写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作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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