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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公安局玉田镇派出所辖区有 73 个行政
村 ，23 个 居 委 会 ，人 口 20 多 万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大
所。大所，警情肯定要多。2 月 26 日元宵节这天，
作为玉田县公安局的宣传民警，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要跟拍这里的民警处警。

副所长杨春松、佟国冬介绍说，玉田镇派出所
的民警每天除去一些简易纠纷现场处理和非公安
机关管辖的案事件，治安、刑事案件都要按程序依
法处理，调查取证、走访案发周边群众、询问讯问、
制作笔录，环环相扣，一个班次下来，民警和辅警
们精疲力竭。谈到对接处警工作的感触，大家异口
同声：“累！”

2 月 26 日 16 时 19 分，我们到达派出所后的第
一 个 警 情 发 生 ：某 村 村 民 报 警 称 ，一 辆 电 动 车 被
盗。佟国冬立即带领民警处警。看到警车来了，
失 主 和 几 名 群 众 围 拢 过 来 。 出 警 前 ，佟 国 东 说 ：

“ 早 在 2019 年 ，玉 田 县 公 安 局 就 在 全 市 率 先 推 行
电动车管理系统，免费上牌，精准定位，电动车一
旦 丢 失 ，通 过 系 统 即 可 锁 定 丢 失 电 动 车 地 理 方
位 ，曾 有 过 几 起 被 盗 案 件 ，民 警 们 没 有 费 太 大 的
劲 儿 ，案 件 就 破 了。”可 来 到 现 场 ，佟 国 冬 和 战 友
们失望了，这辆丢失的电动车并没有上牌。但经
过现场勘查和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录像，民警们又
看到了希望。视频显示，两名盗窃嫌疑人好像是
骑着一辆挂有牌照的电动车到达的现场，这辆挂
牌 照 的 电 动 车 很 可 能 是 此 案 的 突 破 口 。 佟 国 冬
立即安排民警精准筛查公共视频录像，并与派出
所值守民警联系，做好对接电动车管理机构的准
备。

16 时 45 分 ，还 没 有 离 开 现 场 ，佟 国 冬 肩 头 的
对讲机再次响起，第二个警情随即出现。城内一
家 小 饭 馆 ，一 名 女 顾 客 和 女 店 主 发 生 纠 纷 ，拒 绝
结 账 。 起 因 很 简 单 ，女 顾 客 点 了 一 份 砂 锅 豆 腐 ，
但女店主把菜端上来的时候，女顾客以不是自己
想象中的砂锅豆腐为由，拒不支付 12 元的餐费。
民 警 到 场 时 ，两 个 人 的 情 绪 再 次 失 控 ，都 在 强 调
着 对 方 的 过 错 。 佟 国 冬 说 ，纠 纷 类 的 警 情 ，几 乎
占到了所有警情的六成，大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
事 引 发 ，只 要 双 方 没 有 发 生 肢 体 接 触 ，没 有 造 成
身 体 伤 害 ，大 多 会 采 取 现 场 劝 解 调 解 的 方 式 处
置 。 民 警 们 把 两 人 分开，分别做工作。对于女店
主，民警们教育她要和气生财；对于女顾客，则要
求她多理解多体谅。时间不长，两人平息了情绪，
女顾客掏出钱付了账。

在处理小饭馆警情的时候，对讲机再次响起。
17 时 2 分，该 所 接 到 报 警 称 ，在 玉 田 镇 周 庄 垃 圾
场 南 侧 废 品 回 收 站 ，因 卖 废 品 问 题 ，双 方 当 事 人
产生纠纷。民警在现场劝解和告知双方当事人，
先 协 商 解 决 ，协 商 不 成 可 以 通 过 诉 讼 方 式 解 决 。
后经民警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进行劝解，双方当
事人已对该纠纷达成一致意见，该警情做一般矛
盾纠纷化解。

17 时 15 分，民警接到报警称，在玉田镇南环五
岔路口处有人打架。经民警到场了解，三人因纠纷
互有殴打行为。民警在现场提取了作案工具一根
银色撬棍，长约 40 厘米。在对受伤人员伤情拍照
固定证据后依法将涉嫌殴打他人的三名违法嫌疑
人口头传唤至玉田镇派出所。

出警回来已经到了 18 时，佟国冬和战友们来
不及吃饭，抓紧时间处理刚才的打架警情。

21 时许，民警又接到了匿名举报称，在周庄村
兴东街有人燃放烟花爆竹。民警到达现场，未发现
燃放烟花爆竹痕迹……

21 时 41 分，一名女士报警称，在某小区发生家
庭暴力案件，丈夫对其进行殴打。民警迅速出警赶
到现场，获悉夫妻俩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丈夫一
怒之下打了妻子，妻子感到很害怕，于是报了警。
所幸的是，报警女士并未受伤。后来当事双方和一
方亲朋称会自己协调，不用民警处理。民警向报警
女士的丈夫普及了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知识，提醒
双方要和谐处理家庭关系。临走前，王振丰找来男
子的亲属，让他带着男子今晚暂时住到别处，双方
都冷静一下，同时提示这名男子，要珍惜夫妻感情
和家庭和谐，如果再有问题发生，公安机关将严厉
惩处。

22 时 09 分，一名群众报警称在某茶楼门口车
内钱包被盗，包内有 3000 元现金及本人身份证、驾
驶证、银行卡等物品。民警到达现场，一边快速询
问相关情况，一边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这起盗窃
案相对蹊跷一些，按照以往经验，王振丰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技术开锁盗窃案件，技术开锁大多是四个
车窗同时被摇下，而这个案子却是后侧两面玻璃摇
下。科技手段在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同时，也给案件
侦 破 带 来 很 多 挑 战 ，但 民 警 们 总 是 坚 信“ 魔 高 一
尺，道高一丈”。

对于此类盗窃案件，王振丰说有时候确实很无
奈，以前也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车辆停放时车
上坚决不能把贵重物品，尤其是手包、肩包等物品
放在车上，但总有群众疏忽或者心存侥幸。相关侦
查工作快要结束时，报警群众反复询问民警啥时候
能够破案。这样的事情，王振丰不止一次遇到，他
理解受害群众希望早日破案挽回损失的心情，但每
一起案件都有他的特别之处，每起案件都有侦破难
度，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王振丰态度诚恳地回
答：“我们争取早日破案。”

22 时 32 分 ，王 振 丰 的 对 讲 机 又 嘟 嘟 响 了 起
来……

一 米 五 八 的 身 高 ，瘦 小 的 身
材，要奋力地抬起病床上体重一百
八十多斤的丈夫。

每天给丈夫擦洗身体、活动四
肢 ，防 止 丈 夫 因 长 期 卧 床 肌 肉 萎
缩。

没有白天黑夜，要休息就和衣
靠在丈夫旁边的护理床上“眯一会
儿”。

这就是“警嫂”佘彩平每天的
生活。

佘彩平今年 58 岁，保定唐县
公 安 局 石 门 派 出 所 民 警 魏 爱 民

的妻子。她的爱人魏爱民曾获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公安部“二级英模”“全省最

美 政 法 干 警 ”、第 二 届
“范党育式公安民警”等

多 项 荣 誉 ，受 到 过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接见。

2018 年 10 月 19
日，魏爱民突发脑干出
血 ，病 倒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 经 过 医 院 的 奋 力
抢 救 ，他 保 住 了 一 条
命，但是在重症监护室
昏 迷 不 醒 。 医 生 告 诉
佘彩平，她的丈夫有可
能一直醒不过来，成为

“植物人”，要靠仪器维
持生命。

这 个 消 息 对 佘 彩
平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她 几 次 哭 倒 在 病 房
前 。 但 坚 强 的 佘 彩 平
并没有放弃，擦干眼泪
后 ，她 守 在 监 护 室 前 ，

一定要等到“老魏醒来的那一天”。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看着瘦得不成样子的佘彩平，老魏
的家人都劝她：“彩平啊，医生都不
知道爱民还能不能醒过来，不行就
放弃吧，治到这一步你也尽力了，
对 得 起 爱 民 了 。”可 佘 彩 平 却 说 ：

“老魏为国家、为老百姓辛苦了一
辈子，我要照顾好他。即便他躺在
病床上，他也是我的爱人，还能和
我做个伴儿，我要守着他，再苦再
累也不放弃。结婚这么多年我们
两口子聚少离多，这可能就是老天
给我们团聚的机会，他活着，家完
整，就是最大的幸福。”

也许是佘彩平的真情感动了
上苍，昏迷 6 个月的魏爱民醒来了，
从 ICU 转到了高护病房。佘彩平
喜极而泣，全心全意地照顾丈夫，
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辛苦。

刚刚恢复意识的魏爱民不能
说话，不能翻身，不能自主进食、排
泄，全靠佘彩平护理。怕魏爱民长
褥疮，佘彩平每两个小时就给他翻
一次身，翻身时还要避开丈夫身上
插 着 的 管 子 和 监 测 仪 器 的 线 路 。
一日三餐，她要打成糨糊给丈夫注
射喂食，自己只能抽空填补两口。
有时候刚吃上一口饭，看到老魏排
泄了，她立刻放下筷子，给丈夫擦
屎端尿。每天给丈夫擦洗身体、活

动四肢，防止其因长期卧床引起肌
肉萎缩。

佘彩平的付出有了回报，老魏
从一个植物人状态恢复到有清醒的
意识，认识以前所有的人，虽然不能
说话，但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愿，
甚至书写简单的字和抓握工具。通
过长时间的照顾，佘彩平和丈夫都
达成了默契，他的一个手势动作，佘
彩平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为了让老魏更好地恢复，佘彩
平还训练他握笔、写字，甚至拿来
了他以前在所里给老百姓修理家
电、机器的工具箱。

“ 老 魏 ，看 看 这 是 啥 ，这 是 改
锥，来拿拿、攥攥。你好好练，等好
了，还回所里给村民们修电器去。”

佘彩平乐观地说：“只要我细心
照顾，爱民肯定会好起来的，我还要
和他手拉手度过幸福的晚年呢。”

在魏爱民的家中，摆放着各种
奖杯和证书。这众多荣誉背后，饱
含着魏爱民的无私奉献，更凝结了
佘彩平的理解支持。

2000 年，魏爱民转业回到老家
唐县。佘彩平本想终于可以过上

“丈夫上班、我管后方”的正常家庭
生活了，却没想到魏爱民被安排在
离家 60 公里远的深山区——石门
派出所，当了一名民警。

经常加班加点、和家人聚少离
多，是魏爱民的工作常态。

孩子小，佘彩平一个人带；老
人来了，她照顾，全家的重担都落
在她一个人身上。她除了偶尔向
丈夫诉诉苦，从没有向领导、组织
上提过任何要求，就这样一个人默
默坚守了 18 年。

“工作忙起来，他十天半月回
不了家。有时他到家，孩子已经睡
了；孩子没醒，他又走了。女儿怎
么长大的，他不知道；生过几次病，
他更不知道。”佘彩平说，“女儿 4
岁那年，有一次他回家，满脸络腮
胡子，女儿认不出他的样子，都被
吓哭了。”

魏爱民的父亲 2007 年去世，母
亲 2018 年 去 世 ，两 位 老 人 患 病 在

床，哥儿仨轮流照顾。每当轮到魏
爱民时，都是妻子佘彩平照顾。

婆婆生前腿痛不能走路，轮到
自己家照顾时，都是佘彩平背上背
下。有一次，婆婆生病住院，她在
床前接屎端尿，同病房的病号羡慕
地对婆婆说：“你女儿对你真好。”
她除了照顾好婆婆，还要抽空回家
照顾自己 90 多岁的老父亲。所有
的重担都自己咬牙扛了下来，从没
有让魏爱民耽误过工作。

“ 工 作 的 事 ，再 小 也 是 大 事 。
家里的事，却一点儿也指不上你。”
有时候太累了，佘彩平也会抱怨几
句。每每这时魏爱民总是打趣地
回 答 ：“ 谁 叫 爹 娘 给 我 取 名 叫‘ 爱
民’呢，既然叫‘爱民’，我就顾不
得家了。这个家，就靠给你了。”老
魏把奉献给了百姓，却把辛劳和委
屈留给了妻子佘彩平。

丈夫转业回到唐县时，她没有
工作，孩子上学、赡养老人各种开
销只有老魏一个人的工资。为了
贴补家用，她帮别人卖过服装、去
幼儿园做过饭、在饭馆打过工、去
小旅馆打扫过卫生。老魏心疼她，
不让她干，但她一直干到爱人生病
前。

她说：“我辛苦一点，他的负担
没那么重，工作上就不会分心。”

跟魏爱民结婚这么多年，佘彩
平没有华丽的衣服、没有昂贵的首
饰，没有高档化妆品，就连跟着爱
人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还是借的
弟妹的衣服穿。

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提到佘彩
平，都夸赞她是好
儿媳、好妻子、好
母亲，但佘彩平自
己总说：“我只是
做了一个普通女
人该做的家常事，
不值得一提，更没
必要给我戴上七
彩光环。现在我
没有别的心愿，就
想在自己的 照
料 下 ，老 魏 能
恢复好。他活
着，家完整，就
是 最 大 的 幸
福。”

“回西藏后照顾好自己，没事
时 和 爸 妈 打 个 电 话 ，别 让 他 们 牵
挂 ……”2 月 27 日 一 早 ，赵 利 江 边
低头为丈夫检查行李，边说着嘱咐
的 话 语 ，说 着 说 着 声 音 变 得 哽 咽
了。她知道，这次别离后，下次见
面就要再等一年时间，虽说已经习
惯了分开的日子，但每次为丈夫送
行，她心里总要空落落好一阵。这
一晃已经 18 年了。

赵利江的丈夫唐春青 2018 年
转业到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张家
口支队宣化大队。2019 年 7 月，他
主动申请到西藏阿里地区公安处执
行为期三年的援藏任务。“我们结
婚 18 年，共同居家生活的日子屈指
可数，加在一起也不足两年。”赵利
江说。今年春节是他们一家人在一
起 过 的 为 数 不 多 的 一 个 春 节 。
2020 年 12 月 15 日，唐春青从西藏回
来，因受疫情影响，返程时间推迟
了，这成了他们共同生活时间最长
的一次。18 年来，聚少离多的日子
让赵利江变得坚强、果敢。

2002 年两人刚认识时，唐春青
在部队，驻地在保定，赵利江在石
家庄工作生活。2018 年，唐春青转
业 到 老 家 张 家 口 ，两 人 离 得 更 远
了。2019 年 7 月，唐春青接到援藏
任务的那一刻后，想了很久，决定
和赵利江商量下：“我之前在部队
时援过藏，对那里的生活、百姓都
了解一些，这次援藏的任务我还想
参加，趁年轻再多做点事。”

赵 利 江 听 后 ，心 里 是 五 味 杂
陈。作为妻子，谁不希望丈夫能陪
在身边，为自己遮风挡雨。十几年
来 的 风 风 雨 雨 ，生 活 中 的 酸 甜 苦
辣，她何尝不知。从军嫂到警嫂，
她一直在用柔弱的双肩挑着家庭
重担。然而，赵利江了解丈夫的性
格，“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做事的人，
喜欢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也

知道援藏工作虽然异常艰苦，但是
非常光荣，既然他选择了，虽有万
分不舍，但还是大力支持他。”回忆
起当时的抉择，赵利江记忆犹新。

由于西藏通信信号差，赵利江
经常会联系不上唐春青，心里常常
会担心，有时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有次给他打视频电话，赵利江发现
唐 春 青 又 流 鼻 血 了 ，还 一 直 按 压
头，想着肯定又是因为缺氧、劳累
引起的颅压高头疼，劝他赶紧去看
看。唐春青当时正忙，说忙完了再
看。看着辛苦工作的丈夫，视频这
头的赵利江已经红了眼圈。唐春
青也是怕妻子担心，常常报喜不报
忧 。 年 前, 唐 春 青 从 阿 里 放 假 回
家，由于长期极度缺氧，他回来后
醉氧了，有一周几乎天天昏睡。赵
利 江 看 在 眼 里 、疼 在 心 里 。 她 知
道 ，守 护 老 百 姓 的 平 安 是 他 的 职
责，而她则会毫不犹豫地守护好他
的一切，做他坚强的后盾。

2007 年，两人有了孩子后，家
里的事情更多更琐碎了，赵利江辞
掉了喜欢的工作，在家带孩子、照
顾老人，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般

一帆风顺。
2011 年冬的一天夜里，他们 4

岁的儿子高烧不退，无论是物理降
温还是吃药都无济于事，由于反复
高 烧 ，孩 子 突 然 翻 白 眼 、全 身 痉
挛。“当时快吓死我了！那种感觉
我永远记得，我惊慌地掐着孩子的
人中，发狂地叫着他的名字。当时
身边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心里害
怕，发慌得厉害！”赵利江清晰地
记着那个晚上无助、慌张的心情，
她知道，一切必须自己扛。强迫自
己镇定下来后，她赶紧收拾东西，
拎着大包小包，抱着孩子去医院。
凌晨 2 点多的街面上空荡荡的，她
焦急地等待着出租车。好不容易
等来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司机的一
句话让她哇地哭了出来。司机问：

“孩子爸爸呢？”“他在单位呢，回不
来，他有他的任务。”赵利江含泪回
答司机。

2 月 25 日，在赵利江家，和记
者说起当时的场景，她禁不住潸然
泪下。

赵利江的儿子幼时曾患上腺
样体扁桃体高度肥大病，她一个人
带着孩子在石家庄、北京、济南医
院检查、治疗，后来在晋州寻求到
特殊的治疗方法，每天敷贴、熬中
药、针灸……“那时父亲生病住院，

我是家里医院两头跑。”赵利江
说 没 有 比 那 时 更 辛 苦 了 ，身 体
和心理承受双重煎熬。

一路走来，从军嫂到警嫂，称
呼变了，但她的付出与坚守却从未
改变。

1998 年参加抗洪抢险、1999 年
迎 澳 回 归、2008 年 奥 运 安 保、2011
年援藏……今年 45 岁的唐春青，在
部队时已参与并完成了多项重大
任务，他 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转
业后，在阿里援藏期间被地区评为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被省里评为
“优秀援藏干部”“优秀公务员”。

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
的一半。“能全身心工作，少不了妻
子的支持与默默付出。”采访中，唐
春青表达着对妻子的谢意及愧疚，

“这么多年，我没给儿子开过一次
家长会，没带他们娘俩儿看过一场
电影。而孩子在她的教育下，开始
梦想着长大以后当警察。”

采访中，提起唐春青，赵利江
眼神中会流露出钦佩、自豪之情。
她说，每次路经公园，不经意间看
到老大爷提着小水桶在地上练毛
笔字，大妈们在欢快的音乐中跳着
舞 蹈 ，那 么 安 逸 、祥 和 、幸 福 ！ 此
时，她总会心有所感，他们能这么
安 安 心 心 地 享 受 生 活 ，不 就 是 我
丈 夫 他 们 这 些 军 人 、警 察 保 卫
着。每想到此，心里都是幸福的，
再怎么艰难，都能硬扛过去，也都
值得。2018 年，赵利江家被西里社
区评为“荣誉家庭”，他们一家三口
的照片还在居委会的墙上展示着。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
在为你负重前行。正是有了无数
唐春青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了社会
的安宁；而正是有了赵利江这些警
嫂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了民警们身
无后顾之忧地去工作。

“这些年来，我饱尝作为一名
警嫂的酸甜苦辣，但我从不后悔。
我自豪，我是警察的妻！”这大概就
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张志青

“他活着，家完整，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好警嫂”佘彩平

□ 于波

跟着民警去处警
□ 郭向东 张立军 李琪杰

所以无怨无悔
——记“好警嫂”赵利江

爱他 也爱他头顶的
警徽和肩上的责任

因为爱因为爱因为爱

◆◆ 不离不弃
真情创造奇迹 

◆◆ 最美警嫂
甘当“贤内助” 

爱他 就要为他撑起
家庭的朗朗晴空

爱他 无怨无悔做一
名警嫂

民警在现场调查。

2019 年 7 月 10 日，唐春青援藏出发前，一家人合影留念。

2014 年 3 月，省公安厅开展寻
找“最美警嫂”活动时，魏爱民和
妻子补拍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