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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福分局刑侦大队民警90后党员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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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辛苦的刑侦工作，
收获满满幸福感

曾政鑫说， 小时候看电影
里警察抓小偷， 觉得穿着警服
是一件很帅的事。“常年出差，
住小旅馆，吃盒饭。”两年来，曾
政鑫体会了刑侦工作的辛苦。
有的时候为了破案， 几个晚上
盯梢不睡觉是常事， 但他并无
怨言。

“该同志时时处处以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提
高自身政治觉悟和素养。”在分
局领导的评价中， 曾政鑫在联
系群众和遵纪守法各方面都发
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
工作作风， 在工作岗位上做出
自己的贡献。2015年，才参加工
作一年的曾政鑫被评为“分局
优秀人民警察”。

“选择了这一行，就要踏踏
实实干下去。”作为局里不多的
90后成员， 曾政鑫深知刑侦工
作的不容易， 也深知作为一名
才入行的晚辈， 应该时刻准备
着吃苦头。

如今的曾政鑫， 一头扎进
了刑侦工作中。“虽然苦， 但刑
侦工作也容易让人获得幸福
感。”曾政鑫说，每破一个案子，

每抓一个嫌疑人， 每收到一面
锦旗，他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喜欢扛事的“老大哥”，
危险时刻挺身而出

“7乘24小时， 他基本上把
办公室当家了。” 在同事们看
来，这个90后工作太拼。刚加入
刑侦队伍时，“门外汉” 曾政鑫
每天下班后就看以前的破案材
料，学着分析案子的侦破。

在对待同事上， 作为晚辈
的曾政鑫反倒像个“老大哥”。
同事生病时， 他就把工作独自
扛了下来；警力不足时，他一个
人顶三个人。 正是凭着这种集
体荣誉感， 曾政鑫时刻坚持在
一线工作中， 不管集体有什么
任务他都会痛痛快快地接过
来，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尽职尽
责，无怨无悔，用满腔热情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不辜负
大家的期待与厚望。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他与
一名同事一起抓捕一名吸毒人
员。对方趁他们不注意时，突然
从身后抽出刀来刺向同事。危
险时刻，曾政鑫快速扑了上去，
一脚将刀踢落在地。

印象中， 这样的危险时时
刻刻都在上演。“这是我自己的

选择， 所以会勇敢地走下去。”
曾政鑫说。

两年时间，
“新兵蛋子”变“破案能手”

1990年出生的曾政鑫，
201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
年参加公安工作， 现为长沙市
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三级警司警衔。作为参加公安工
作时间不长的“新兵蛋子”，他铆
足了年轻人的干劲和冲劲，利用
工作之余认真学习专业知识，遇
到不懂的问题请教领导同事，加
强信息化技术在侦查破案工作
中的学习和运用。

凭着这种知难而上、 学不
好不罢休的韧劲， 他在工作中
开始独当一面。 在打击违法犯
罪中他总是冲锋在前， 不惧艰
难，敢于担当。工作两年来，他
经常加班加点， 先后参与抓获
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120余
人， 破获各类行政、 刑事案件
150余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70余万元。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他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自身的
能力，已经从“新兵蛋子”变成
了如今的“破案能手”。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游斯璇
通讯员 张铁山

藏北草原，天幕暗垂，紧压
着大地。43岁的松江斜倚着房
门，远望天际，说自己想念一个
人。

“7年了， 还是忘不了。”松
江躬身轻抚膝前玩闹的孩
子———“谢党”和“谢军”，说当
年怀双胞胎的时候， 难产危及
性命，是“菩萨门巴”在雪地里
安排手术，帮她捡回三条命。

松江家在西藏北部的聂荣
县。她口中的“菩萨门巴”（藏语
指菩萨一样的好医生），是西藏
军区总医院原院长李素芝少将
带领的巡诊队。

在藏行医数十载， 齐鲁汉
子李素芝翻雪山、趟冰河、战高
反，借“佛心鬼手”，在藏族病患
心中埋下一朵朵暖心的火种。

上世纪70年代， 风华正茂
的李素芝从第二军医大学毕
业，进入上海长海医院工作。一
天， 他从一名来沪就医的西藏
边防战士那里得知， 藏地偏远
苦寒，病魔猖狂作祟，说要命就
要命。

战士的一番倾诉， 似一枚
石子，击打李素芝的心。他忆起
父辈背井离乡、 抗日救亡的烽
火往事，内心涟漪难复。

于是，进藏。顾不上片刻多
想，只一身行囊，和留给父母的
一句话———“爱党爱国爱人民”。
“军人为祖国活， 医生为病人
活。我作为军医，没有犹豫的余
地。”初心指引，李素芝甩开膀
子，抵抗病魔作难，潜心攻克高
原病诊疗难关。

后来，一次针对西藏农牧区
的病例普查和病源调查，让他本
就忙碌的心再次揪作一团———
高原先心病发病率是内地的2至
3倍， 多发生于胎儿缺氧引起的
发育不良和先天缺陷。

一面揪心难抑， 一面固执
到底。李素芝力排众议，开启长
达20年的医疗攻坚。 数百次实
验，屡败屡战，终于打破“海拔
3500米以上不能进行心脏不停
跳心内直视手术”的断言。

科研成功， 是回报老百姓
的时候了———行走高原， 定期
巡诊，悬壶济世。李素芝，把爱
镌刻在西藏人民的心坎上。

“医学是一门用心灵温暖
心灵的科学。” 每每结束诊疗，
都会上演熟悉的画面： 藏族群
众一拥而上，有的献哈达，有的
端酥油茶，有的递皮手套……

时光如梭。 如今无数经李

素芝之手治愈的病患， 无一不
演绎着美丽的新生。

在拉萨， 曾经脊柱变形的
卓玛，变身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自信乐观；

在那曲， 曾经罹患结核性
腹膜炎的扎巴，笑声爽朗，干起
活来不输小伙子……

据不完全统计， 近十多年
来， 西藏数万人领到了军区总
医院的免费医疗卡， 数千人完
成了先心病手术， 无数人受益
于李素芝研制的有效治疗高原
病的药物……

行医路上的故事，李素芝从
来滔滔不绝，激情澎湃，可一提及
家庭，他总是倏地轻言细语。

夫妻伉俪。在藏期间，妻子
郭淑琴没少跟他东奔西跑、送
医巡诊，可谓亲密战友。

可对于女儿李楠来说，长
久的疏离，让她将“爸爸”这个
称呼锁在心里好些年，取而代
之的 ， 是一声五味杂陈的
“哎”。

后来， 女儿终于明白父亲
的不易。“我们一家人不能再这
样分开了。”待到毕业，李楠子
承父业，同在西藏当上了医生。

■据新华社

“是什么力量可以让红军用
脚走完两万五千里的路程？”在红
军会宁会师旧址前， 管委会主任
杜永胜和35名讲解员每天都要回
答参观者这样的提问。80年前，红
军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

上个世纪30年代初， 国民党
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
“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后，党和红军面临
生死存亡考验。在这紧急关头，党
领导红军战略转移。从1934年10
月至1936年10月， 红军第一、第
二、 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
后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 红军突破乌江
天险、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
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纵
横10余省份， 最远的行程25000
里，最后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红
军主力部队会师。

“如果没有持久坚定的信念，
没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 没有
随时准备牺牲的勇敢， 没有人能
走完这么漫长的路程。 而有了坚
定的信念和意志， 人就可以超越
身体的极限。”杜永胜相信：长征
路上的红军将士有为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勇于牺牲、 敢于胜利的

坚定信念。
1936年10月， 红军胜利大会

师前后，国民党仍然重兵围堵红军
主力。在会宁地区，红军和国民党
军共进行过6次大的战斗，其中打
得最惨烈的一仗是大墩梁阻击战。
悲壮惨烈的血战整整持续了2天，
红军伤亡887人，完成了阻击敌人
的任务， 掩护了主力部队安全转
移，为红军北进陕北赢得了时间。

在会宁县，不管是幼儿园，还
是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学生们
的“开学第一课”都要来到红军会
宁会师旧址前，重温长征故事，学
习长征精神。“苦不苦， 想想红军
两万五”，这句直观体现长征精神
的话语， 仍然在激励着今天的会
宁学子。

现在， 许许多多的党员群众
仍然从长征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过去几年间， 红军会宁会师旧
址每年都要接待上百万人次的参
观者。 而今年恰逢建党95周年和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参观者尤
其多，每天都在1万人以上。

“现在，不管是脱贫奔小康，
还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梦想，不都是新的长征吗？”杜永
胜说，我们信念坚定又何惧路漫
长…… ■据新华社

从“新兵蛋子”到“破案能手”，党员曾政鑫：

每破一个案子，都能收获一份幸福

信念坚定何惧路漫长
———在长征胜利会师地的回望

“门巴将军”李素芝：

许身高原 杏林春暖

“小时候觉得穿警服很帅，现在才知道很累。”参加公安工作两年，曾
政鑫已是一名三级警司。高难度、高负荷的刑侦工作，和他小时候对警服
的美好憧憬出入不小。“但我选择了这一行，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在曾
政鑫看来，每个工作都会有光鲜的一面，也会有辛苦的一面，“只要扎实
地做好每一件事，就能从中找到愉悦感和幸福感。”

每每收到锦旗，曾政鑫（右）都觉得无比满足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