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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警界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对每个人来说，童年只有一次，美好且稍纵即逝。童年的经历对一生的成长都有重要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是对于警察的子女来说，由于警察父母工作的特殊性，经常要加班、出差，和其他孩子相比，童年时父母陪伴的时间总是

很少。所以，在别的孩子还依偎在父母怀里的时候，他们早已就学会了独立和坚强。正因为从小受父母的熏陶，他们更加能体会到警察这个职业的崇高
和艰辛。面对惩恶扬善的警察父母，他们更能深刻地领会到“正义”的力量，从而满怀敬意地给予最大的支持。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市公安局的民警子女们用他们的双手描绘了想对自己警察父母说的心里话，道出了内心最真诚的爱。

警察爸妈，你们是孩子的榜样与骄傲
□通讯员 卞一夫

从上小学开始，家里人都笑称我为“世界警察”。可能是因为我有很强的正义感——

“好管闲事”，外加从爸妈那里耳濡目染的逻辑推理能力吧！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铃声已过，爷爷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班里的同学已所剩不

多。这时，一同学的课本掉了，我马上放下整理一半的书包，跑去帮他捡起来。有同学来

不及摘抄家庭作业，我会主动将本子借同学传抄。班里有同学违反班规，我总会第一个

站出来“告发”。由于我“好管闲事”，爸爸给我封了“世界警察”的称号。

上初中后，我更加爱憎分明，一些同学把校外一些抽烟的小青年带进学校来打篮球，

我就号召班里同学，拒绝与他们打球赛。在我的眼里：“小小年纪就抽烟，肯定不是好少

年。”对那些上课经常请假，放学后与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的同学，我在劝说无效后，就

会与他们保持距离。一些同学在 QQ 上发表辱骂性语言，我会第一时间制止。于是，老

师和同学每学期都把“诚实守信奖”颁给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的“好管闲事”来自于老妈的遗传基因。一次，她与老爸出去散步，听

到江边有老人哭，她找过去，主动与老奶奶沟通，聊了两个多小时，问清伤心的缘由，并平

安地把她送回家。此后，妈妈还多次带我和表姐去看望老奶奶。还有一次，妈妈在开车

路上看到有人吵架，她把车停在路上，把我留在车里，自己上去拉架。看着老妈横在两个

五大三粗的大男人中间，真佩服她的勇敢。

我想，我的逻辑推理能力是被爸妈从小训练出来的！在我小时候，爸妈都在刑警队，

一有大案件，他们常常要加班，回到家里还讨论案子：犯罪分子是从哪里进来的？哪些痕

迹可以推断出犯罪分子作案的经过⋯⋯他们以为我已熟睡，其实我在奶奶陪睡起身后就

醒了。于是，我满脑子都是在妈妈办公室看到的凶杀案现场血腥照片的画面。直到现

在，若爸爸不在，我都会在睡前把家里的门窗检查一遍。我的警察爸妈培养了我的推理

能力，班里有谁干了违反班规的事，我总能通过推理找出“真凶”。

家人有时开玩笑：“珣，你这‘世界警察’长大了就考警察学院好了，将来全家都是警

察，标准的警察之家！”但我的理想是成为优秀的律师，用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好管闲

事”之心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爸爸的正能量

作者 徐翊铭（12岁）
父亲 徐高贤（市公安局芝英派出所）

我的爸爸中等身材中等个，一张

平凡的大众脸，普普通通一个人，却做

着不普通的事，他是一名警察。

警察爸爸是我的偶像。他穿警服、戴警帽的样子，别提有多神气了！记得小时

候，我最喜欢别人问我：“你爸爸干什么的？”我总是骄傲地说：“我爸爸是警察！”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我不怎么喜欢爸爸了。我怀疑爸爸是不是真的爱

我？不然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总是能陪他们玩耍，而我的爸爸却不能？为什么爸爸

总说话不算数？为什么过年过节时他总不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让我更不解的

是：为什么深夜总会有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全家吵醒，然后老爸就着急出门⋯⋯

有一次爸爸在执行任务时，不慎从高高的围墙上摔了下来，腿受伤了。看着他

拖着包裹着绷带的腿艰难地走路，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轻轻地吹着爸爸的伤口说：

“如果爸爸不是警察，就不会受伤了。”

爸爸却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警察是份光荣的职业，难免会受伤，而且爸爸已经

把那个坏人抓住了。爸爸没事，很快就好，等爸爸腿好了，就带你去儿童乐园⋯⋯”

爸爸总是那么坚强，他早出晚归，经常没时间吃饭。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我发

现，他是真心喜欢警察这份职业。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说当一名警察很光荣。

我也懂得了，他这么忙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平安，给我带来了正能量。也许，他

不是一名称职的好爸爸，却是人民的好警察。我爱你，爸爸！

爸爸，你是我的骄傲

作者 张南 （11岁）
父亲 张作明（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我的爸爸是警察，所以从小我就把戴警帽的叔

叔当做最好的人。虽然在幼儿园时接我的是外公，

爸爸很少来，但我在幼儿园会经常向小朋友们炫耀：

“我爸爸是警察哦，有坏人就告诉我，我帮你们告诉

‘警察爸爸’。”

其实，我很少见到爸爸，常见不到他的人影。

有时一个电话，他就离开家，上了门口驰来的警车，

就一天见不到他。有时，他发妈妈一条短信，就出差

多天不归，多少次把我丢给年迈的外公。只有我和

妈妈在家的时候，我偷偷问妈妈：“难道爸爸不爱我

们了？”妈妈说：“爸爸很爱我们，但爸爸是警察，得出

去抓坏人。”爸爸出差回来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家里

的灰灰熊、小袋鼠⋯⋯都是爸爸带回来的礼物。

现在，爸爸是禁毒大队的一名警察，经常和一些

吸毒的人打交道，每天有忙不完的事。在学校上品生课的时候听老师讲，毒品是最危险

的，人一旦吸毒上瘾后，不仅吸光了家庭，也吸光了生命，一定要远离毒品。可爸爸为什

么不远离，还要“亲近”他们呢？我担心爸爸会有危险，爸爸却说：“吸毒对个人、对家庭、

对社会危害都很大。人一旦吸上毒品，家庭就毁了。爸爸做的工作就是尽量让吸毒的人

越来越少。”

原来如此。难怪爸爸经常把禁毒的展览板送到学校、企业等处宣传。我问爸爸：

“抓吸毒的人危险不？”爸爸告诉我，前段时间，有位叔叔在执行行动时手被砍伤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爸爸是为了让更多小朋友不再哭泣，更多家庭不再破

碎。借着“六一”儿童节，我想对爸爸说：“虽然你工作很忙，但你的心和家是息息相通

的，你是我的骄傲。”

妈妈的“特异功能” 作者 应之平（14岁）
母亲 吕敏（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警察之家
作者 应黄珣（13岁）
父亲 应韶彤（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
母亲 黄洁（市公安局网警大队）

作者 李闻韵（15岁）
母亲 赵妙红（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室）

妈妈们都是很厉害的，因为她们有“特异功能”。只要你偷偷做点事，她

们立马就会知道，更别说我的妈妈是名警察了。

读小学时，我做作业容易走神，做一会作业，就想看一会电视或看一会

课外书。可每次只要我一开小差，妈妈的话就会响起：“做作业要认真，一心

二用是做不好的。”

奇怪的是，这声音不是从我背后传出，而是从客厅、餐厅、甚至厨房里传

出的。妈妈怎么知道的？我想死了好多脑细胞也没想明白，只能乖乖听话。

还有件事，我直到现在还很疑惑，只要我写作业头低到一个无法再低

时，一句“头朝高”总会在门外响起，今天也不例外。“头朝高”一声不高不低、

明显恨铁不成钢的声音又从门外传来。

初夏的风凉爽宜人，我的心却如百爪挠心一般。我丢下笔，几步跨出房

间，找到正在客厅整理报纸的老妈，一阵“倒豆子”：“老妈呀，这么多年了，你

怎么知道我刚才头又低下去了？我放学看电视，每次都是在你进门前就关

的，可你怎么一进门就知道我看电视了？你检查我的作业，怎么就知道我看

课外书超时了？听我拉二胡，你怎么就知道我今天音阶只拉了二次，揉弦没

有练足五分钟，长弓练习没有做到‘拉开推到’？⋯⋯老妈，今天是儿童节，

你就把谜底揭晓了吧。”

老妈放下手中的报纸，看着我笑了笑，说：“挺神吧，别忘了我是穿警服

的。”

“就这样？”

“就这样。要说真有什么，也只是一种直觉。”

真的这样吗？没有监控，也没有偷偷盯着我，只有用爱才可以解释得通

了。此刻，我坐在客厅里，一种情愫在心中慢慢浮起，渐渐清晰。妈妈因为

爱我，才会去关心我；因为关心我，才会用心了解我；因为了解我，才会对我

的事有一种直觉。

因为爱，造就了妈妈的“特异功能”。

妈妈，幸运因为你在

我 的 妈 妈 是 名 警

察。在大多数人眼中，

警察职业是崇高而神圣

的。每当有同学问我妈

妈的职业，我总能从他

们的眼神里找到一点点

的羡慕。

作为人民警察的妈

妈比一般女性多了些干

练和果断。她不会像别

的母亲那样，爱絮絮叨

叨地教育我：“女孩子走

路要慢条斯理”“女孩子

吃饭要细嚼慢咽”等。

她从不拖泥带水：“走路

要快！”“吃饭要快！”“动作要快！”⋯⋯

妈妈的快大多是轻快，而不是风风火火，她偶

尔也因急于速度而出现失误，我向她提意见，但她

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警察这个职业很辛苦，但妈妈一直以一丝不苟

的态度对待工作。“工作要认真负责，要对得起警察

这个职业，对得起自己。这样老了才不后悔。”妈妈

这样说，也这样做。

妈妈当警察已近 20 年，从原先的刑侦内勤到

后来的出入境窗口，再到现在的警务保障工作，无

论在哪个岗位，忙碌都是她的常态。犹记得，她在

刑侦部门做内勤，那些对女犯人搜身或追捕女犯人

的活，常常落在她身上。那时，妈妈还要出差，坐火

车到很远的地方，常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在出入境管理大队工作时，妈妈经常得抽下班

时间输入受理的相关材料，不按时下班是家常便

饭。

那时我不懂事，总埋怨她不带我出去玩。有

时，难得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一个电话打来，妈妈拿

起手机，在对方的诉说中眉头渐渐皱起，我就明白

她又失去了一次休息的机会。果然，挂了电话，她

歉意地对我们一笑，便迅速换上警服出门。在这个

方面，我一直很佩服妈妈，她的敬业以及对工作的

付出一点不亚于男性。

妈妈是个吝啬又大方的人。一般的妈妈热衷

购物、美容，她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每天素面朝

天，甚至连个像样的包包也没有。但有时候，妈妈

又很大方。家里整理出来的衣物，她会寄到偏远山

区；节假日，她会联系养老院，让我和同学们一起带

上礼物去看望老人⋯⋯

时光流逝，妈妈原本乌黑的发丝多了些许不协

调的银色，原本柔嫩的手掌也慢慢地变得沟壑分

明。原本拉着她衣角撒娇的我，个头已经超过了

她。衰老，这个词用在她身上还太早，但我知道，她

终有一天会老去，终有一天会快不起来。不过我想

那时，她还是会意气风发地生活。

她平凡，但不平庸；她急躁，但又可爱。这就是

我妈妈，一个敬业而干练的公安女警。妈妈，幸运

因为你在！

作者 陈青泉（15岁）
父亲 陈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爱的陪伴

梦里箫声如织、露思如剪，剪不断藤条万千，

抒不尽情意绵绵。哪堪回首，一阕回忆染新词，

将牵魂梦醒。那日烟雨落花葬足下，回忆已成

烟，惟忆楼台明月、飞羽流声之间。

天微亮时，阳光还是凉凉的，迎面吹来的风

如牵动的羽毛撩动心弦。看着远处连绵高山，心

中一阵云雨，似无奈叹息。

站在山脚下，望着前方的小道。道旁密密匝

匝的树，枝叶繁茂，阳光在枝叶间投下点点碎花，

草间杂杂的花朵绽开笑颜。初始总是那般美好，

刚往上爬还蹦蹦跳跳的，第一个往前冲。道路两

旁的树枝横斜，就得弯下身子低下头缓缓前行。

路上的石头满布苔藓，点点水露在光下透出迷人

的光泽，当你沉迷于它的美丽，总会失神滑倒。

山坡的坡度很大，总要抓牢树枝，脚用力往上登

行。与先前慢条斯理，边喝水边欣赏沿路的风光

相比，这会就狼狈得多了。

走了好久终于到了一块稍平坦的地方 ，大

家就毫不顾形象地坐下。爸爸就把水壶递给

我。拧开壶盖倒出热水，一两片茶叶在杯中上下

翻腾，冒着腾腾热气的茶水溢出一缕清香，沁人

心脾。当一阵清风透过树隙拂过面颊，仿若带走

的是爬山的劳累与满身的抱怨。

走了不过一半路程，我便开始抱怨，皱着眉

头发出“哎哎”的轻声念叨，爸爸则拉着我的手继

续前行。

下山的时候，山路崎岖，路边还总有带刺的

树枝在手臂上留下一道道痕迹。脚心的炽痛与

满身汗水的困乏加重心理的怨气，甩下爸爸的手

一个人走在后面。山上的人很少，仿佛只有自己

身边的几个人。脚下踩断干枝的“咔嚓”声总会

吓到已经思维放空的我。水珠划过额头的那一

抹凉意加重了空寂山上的森凉的气氛，我不禁加

快脚步向前走去。走了很久仍不见爸爸的身影，

脾气越发焦躁，脚下的每一步都深深刺痛脚心，

带动身上每一处神经紧绷，那酸痛炽辣的感觉湿

润眼眶却终不会留下一滴眼泪。

夕阳西下，走到山腰的一处空旷，发现爸爸

已在那里等我，夕阳的光影照射在他的脸上，嘴

角的笑意越发明显，我却深深地注意到他眼角的

层层皱纹，头上的丝丝白发。其实他已经老了。

萧影笛声流转，唱尽情欢，似雨翩翩倾下，涤

荡心中涟漪万千。我在帘梦里醒，醉了的影，花

露身袅娜翩跹。爸爸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这同为我最终的眷恋。

▲作者 郑义博（12岁）
父亲 郑卫龙（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作者 李瑨川（8岁）
父亲 李刚（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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