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硕恒：战“疫”中，他让警徽如此闪亮！
文·摄影/张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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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个春节，像今

年这样，让无数人一辈子都

无法忘记。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无数人惊慌，

也让一群人在一天一天的

坚守中变得更加坚强：他们

一腔热血，不顾自己安危，

冲锋在前，保护人民群众平

安。他们是人民警察，他们

是最美丽的“逆行战魂”，他

们让警徽格外闪亮。

如果我倒下，不要扶我

——离我远一点，再打120；

如果我“中奖”，不要悲

伤——尽快隔离，组织上会

管我；

如果我赢了，不要吵我

——太累了，我想睡一会

儿。

李硕恒，扎鲁特旗公安

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把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一场硬

仗来打，一直奋战在疫情防

控最前线……

践初心，扛使命，召之

即来

接到疫情防控的紧急

命令后，李硕恒带领民（辅）

警在旗公安局路口设卡执

勤，对没有通行证和出行证

明的车辆进行劝阻和管控。

任务来得太突然，一次

性口罩紧缺。为了把口罩让

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李硕恒

将自己用过的口罩烘干后

继续使用。身上虽然穿着厚

厚的棉衣和棉裤，但寒冷的

天气依然不肯放过每一个

在风雪中执勤的人。在接近

零下20度的街上，李硕恒一

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冻僵

了，他就使劲儿搓一搓；脚

冻麻了，他就原地跺一跺。

为了照顾年轻的民警少挨

冻，李硕恒每天都坚持比他

们站得时间长一点、再长一

点。为了让同组的民警尽量

吃上一口热乎饭，他每次都

最后一个吃。热心的群众为

他们送来了暖贴、暖手宝，

他却默默地留给了同事。

晚上10点多回到家中，

3 岁半的女儿看着全副武

装、沾着寒霜的李硕恒，惊

奇地问他：“爸爸，你是变成

白胡子老爷爷了吗？”“嗯，

快离爸爸远一点儿，爸爸身

上有细菌。”他不敢亲近正

在感冒的女儿。

政府要求居民足不出

户，但李硕恒却必须每天出

门，逆风而上。他对家人能

做到的唯一防护，就是所说

的离自己远一点、再远一

点。李硕恒虽然这样说，但

他对岗位和职责却总是要

求自己近一点、更近一点。

疫情爆发之初，根据疫

情防控命令对车辆进行限

行，没有通行证和出行证明

的车辆都要被依规劝返。李

硕恒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群

众的不满和抱怨，但是无论

群众如何责备和埋怨，他总

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真

心换取理解。卡口定点执勤

10余天，他带领民（辅）警共

疏导各类车辆1300余台次，

劝返车辆60余台次，劝返行

人170余人次，暂扣车辆10

余台次，协助引导患者就医

10余人次，有效保障了疫情

防控限行工作的有序开展。

冲得上，打得赢，来之

能战

疫情期间，总有人为万

家灯火的璀璨负重前行。李

硕恒说：“我是人民警察，哪

里需要，我就应该顶在哪

里！”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升

级，按照扎鲁特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旗里

设置了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和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

察点。李硕恒主动请缨，要

求到最敏感、也可能最危险

的定点医院或集中医学观

察点去执勤。年轻的民警问

他：“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他坚定地回答：“没啥可考

虑的，咱得对得起这身警

服，总得有人冲上去，谁让

咱是警察呢，咱不上谁上。”

在密切接触者集中医

学观察点还没有接收医学

观察人员时，李硕恒又主动

申请到定点的旗人民医院

去执勤，积极配合医务人员

一起逐人进行检查、测温、

消毒、询问、登记、信息核

对。工作中，他不放过每一

个细节，坚决消除、挡住每

一处隐患，并实施“四个一”

工作制度：敬一个礼、说一

句问候、测记一次体温、做

一次记录。在集中医学观察

点开始陆续接收医学观察

人员时，李硕恒再次主动申

请到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

外围执勤巡逻，防范突发性

事件的发生。作为外围支援

组负责人，李硕恒在风餐露

宿的20余天驻点值守中，带

领民（辅）警严防死守，用坚

毅和执着充分展现了“硬

核”担当。

随着解除一部分管制

措施后，全旗各类企业复工

复产。为确保防疫复工两不

误，李硕恒带头坚守助力复

产复工疫情防控“安全线”。

他深入关乎民生的水、电、

油、气和公共交通等50余家

企业，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和复工复产情况，指导企

业制定疫情应急预案，建立

疫情防控体系，做好复工人

员、外来人员的检查、消毒、

防护和登记工作，并发放疫

情防控宣传单500余份、宣

传册200余本。同时，他要求

企业加强应急队伍培训和

演练，确保企业内部安全和

员工健康，推动企业安全保

卫工作管理措施落实到实

处，督促企业真正把好防疫

关、拧紧“安全阀”。

舍小家，顾大家，战之

必胜

疫情当前，警察坚守。

李硕恒说：“我愿以身做墙，

为人民群众筑起安全屏

障!”

战“疫”打响以来，按照

旗委组织部的部署，全旗所

有党员干部都要深入社区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严控各

个小区进出口。李硕恒的妻

子是旗税务局的一名部门

负责人，也是一名党员，她

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投身到

“逆行者”的队伍中，成为战

“疫”一线的志愿者，深入到

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李

硕恒和妻子都要进行疫情

防控工作，3岁半的女儿无

人看管，只好送到同一小

区的姐姐家帮忙照顾。李

硕恒有时值班回去晚了，

孩子已在姐姐家睡着了。

一个月下来，聚少离多，女

儿冷不丁见到一身疲惫、

满脸胡子茬儿的李硕恒，

竟一头扎进姑姑的怀里，

惊恐地说：“那不是爸爸，

是陌生人！”面对女儿的惊

慌，李硕恒心有愧疚，但他

相信若干年后女儿会明

白：在这场没有局外人的

战场上，她的爸爸，赢了！

“不忘初心，不辱使

命”是李硕恒对自己职责

的最深刻理解；“疫情不退，

我便不退”是李硕恒对人民

群众的最真承诺；“坚守岗

位，尽职尽责”是李硕恒对

警察本色的最好诠释。战

“疫”无悔，大爱无言，他正

用日夜坚守书写着警察的

职责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警察的忠诚担当。

近日，附文为“一家三

口”的一张特殊“全家福”照

片在内蒙古女子戒毒所民

警的朋友圈里被广泛转发。

照片中是一个小宝宝的侧

影，面前放着两个手机，手

机里分别是穿着军装的爸

爸和当警察的妈妈，他正睁

着大大的眼睛认真地看着

他最想念的爸爸妈妈（如

图）。三个人，三个地方，这

是一张疫情之下的特殊“全

家福”……

照片中的妈妈是内蒙

古女子戒毒所四大队民警

姜丹丹，她和在部队工作的

丈夫一直两地分居，丈夫在

吉林，她带着孩子和妈妈在

呼和浩特。年前，姜丹丹把

孩子和妈妈送回老家赤峰，

并和丈夫商量好，这个春节

她先替同事值几个班，就可

以多休几天假回赤峰与孩

子和丈夫团聚了。可让姜丹

丹没想到的是，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大年初三刚下班的

她，就接到了所里要求全体

民警分批封闭隔离值班的

通知。姜丹丹第一时间退了

火车票，对大队长说：“我除

了值班哪也没有去，身体没

问题，况且儿子不在身边，

没负担，我申请第一批封闭

值班！”在考录女子戒毒所

之前，姜丹丹是一名退伍军

人，在她的概念里，只要有

命令就要冲上前。不管是曾

经的迷彩绿，还是现在的庄

严蓝，不变的是“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信念。

在封闭值班的14天里，

姜丹丹用行动践行了自己

的誓言。进到管理区，原计

划在四大队值班管理戒毒

人员，可是由于疫情，四大

队戒毒人员分散到其他大

队。这时候，指挥中心严重

缺警力，姜丹丹二话没说，

就去了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需要 6 个人分 3 组，每 3 个

小时倒一次班，黑白颠倒，

强度大。没有值过这种班的

姜丹丹从刚开始的不适应、

睡不着，到后来由于休息时

间不规律，睡不够，头晕难

受。但她觉得，既然承担了

这份工作，就要坚持下来。

14 天的连续作战，爱美的

姜丹丹熬出了黑眼圈，但她

又为下一个 14 天做准备，

因为她的强烈申请，所里同

意她继续和第二批机关民

警轮流值班。

就在此时，丈夫也向部

队提出了支援武汉的出征

申请，他对姜丹丹说，“你当

警察都冲在前头，作为军人

我更不能落后。”

如今，连续封闭已经20

多天了，这张特殊的“全家

福”成了姜丹丹在封闭值班

期间工作之余翻来覆去看

的一张照片。说来也巧，有

一天姜丹丹和孩子视频，正

巧她的丈夫也和孩子视频，

弟弟看到这一家三口难得

同框，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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