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病前的何贤成老师。

长沙公安通报的数
据显示， 自2018年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截至2020年年底，长
沙打掉涉黑犯罪组织23
个，涉恶犯罪集团90个，
涉恶犯罪团伙86个，刑
拘2524人， 破案1490起，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23.42亿余元。 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牵引带动
下， 长沙社会治安持续向
好，八类恶性案件发案逐
年下降，得到了人民群众
的一致好评。长沙公安连
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公安
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成绩突出单位，长沙连续
13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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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3年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9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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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警察节，零距离体验警营风采
长沙市公安局启动警营开放周活动 市民：涨知识了，安全感也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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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是还能给孩子
们上一堂音乐课。”听起来再简
单不过的愿望， 对于湖南道县
人何贤成来说却成了奢望。
2020年10月被确诊为急性淋
巴白血病， 做了半辈子音乐老
师的他被迫告别讲台。 病痛的
折磨、 高昂的医药费击垮了这
个乐观的男人， 原本的日常工
作突然成了奢望。

“哥哥2001年开始做音乐
老师，20年来， 在永州工贸学
校、道县二中、敦颐高中都任教
过， 是大家嘴里的音乐才子和
好老师。可现在，被疾病折磨得
没啥人样了。”1月6日， 向三湘
都市报记者说起哥哥的病情，
弟弟何贤军满是心疼。

2020年9月，一直身体状态
不错的何贤成突然出现全身酸
痛，乏力、昏睡等症状。“当时赶
上开学季，事情多，哥哥没有及
时就诊。” 感觉到症状加重后，
何贤成10月进入当地医院治
疗，因病情严重，在医生的建议
下转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随后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
病，病情危重。

“这个病就是我们俗话讲的
血癌，治疗时间长、费用高。进行
多次化疗以后，再接受造血干细
胞的移植手术。第一次化疗就花

掉了近20万， 普通家庭真的承
担不起。”说到激动处，何贤军
好几次哽咽。他告诉记者，哥哥
早年离异， 年收入仅6万元左
右， 还有正在上初中的孩子需
要抚养。“即使躺在病床上，哥
哥心里还是牵挂着班上的孩
子，念叨着如果能挺过难关，还
想回到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还好有水滴筹这样的渠
道， 不然我们真的陷入绝望
了。”去年12月6日，何贤军在朋
友的提醒下发起了水滴筹：“恳
请各位爱心人士能伸出援助之
手帮帮何贤成， 让他能重新站
在讲台上为同学们上精彩的音
乐课，哪怕多一堂课也行；让他
能再次回家， 为年迈的母亲尽
尽孝道，哪怕多一天也行；让他
能陪伴年少的儿子再走一段精
彩的人生旅程， 哪怕就再远一
小段也行。”

热爱生活的人， 生活从来
不会抛弃他们。 在水滴筹上他
们筹到了善款15万元， 治疗中
的何贤成病情也日趋稳定，正
在准备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我相信不久以后，哥哥又可以
重回讲台， 重新站在他热爱的
岗位上了。”说起未来，何贤军
握了握拳，给哥哥加油打气。

■记者 田甜 李琪

本报1月6日讯 为庆祝首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进一步
密切警民关系， 长沙市公安局
从今日起启动“庆祝警察节 警
民零距离”警营开放周活动。今
日， 长沙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市公安局特邀监督员以及
网友代表等近100人走进了长
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以“民
警” 的第一视角零距离体验他
们的工作日常。

在长沙刑侦支队基础服务
中心刑事技术室， 展示了液压
钳、螺丝刀、尖嘴钳、“T”形锥等
作案工具。 民警现场用一块锡
纸做起了演示， 包在作案工具
上，插进一把A级锁的锁眼，左
右摇晃，再用力一拧，门锁就被
破坏了， 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普

通人开锁的过程， 只需要5秒
钟。“太惊讶了， 回去以后一定
听民警建议，把门锁升级到B级
以上，注意防盗。”观看完民警
的演示后，市民朱女士说。

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精彩
的警犬表演，战斗力爆表的“德
牧” 身姿矫健跨越障碍物，“缉
毒小能手” 敏锐的嗅觉和洞察
力，高效精准的搜毒搜爆，惊心
动魄的“扑咬”嫌犯……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喝彩和掌声。此外，
大家还参观了视频侦查中心、
反电诈中心和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果展。

“平时很少有机会亲眼看
到这些， 今天真的涨知识了。”
市民刘女士认为， 这次的活动
很有意义， 让外界更深地了解

警察的内部工作，她特别希望以后
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市
民更多的了解公安队伍的辛苦和
付出。我的内心感受就是，我的安
全感、幸福感更足了！”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活动是长沙公安“庆祝警
察节 警民零距离” 警营开放周活
动的第一站，后续长沙公安还将围
绕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陆
续开展禁毒、特警、交警等反映不
同警种工作特点、不同主题的警营
开放日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
的市民朋友能更加了解长沙公安
工作，支持长沙公安工作，共同为
推进“平安长沙”建设，营造更加安
全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通讯员 刘彬 龚艺

本报1月6日讯 24年、5000
公里……寻常日子里听起来遥远
而漫长的数字， 却成了长沙教师
刘晓琼心中最温暖的存在。 两天
前， 她收到了来自5000公里外，
一名已经毕业24年的学生杨明亮
的惊喜礼物———两本自制台历。
台历里， 都是刘晓琼平日随意晒
在朋友圈的照片。（扫报眉二维码
看视频新闻）

今日，记者联系上了刘晓琼，
听她讲述了暖暖的师生情。

高考失利， 她帮助学生走出
心理阴霾

“我是1987年开始从教，到现
在已经做老师34年了。 杨明亮是
1994年考入我们学校的，当时我
们学校还不是现在的长沙航空职
业技术学校，叫长沙工业学校。我
是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细数自
己的从教回忆，刘晓琼告诉记者，
班主任不仅是要关于学生们的学
习， 更多的是要关注学生们的生
活及心理问题，每次开学，她都会
挨个地和学生们谈心。

“我特别记得，当时和杨明亮
谈心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好几
次都说自己原本成绩很好， 这次
高考是他考得最差的一次。 他是
兰州嘉峪关人， 独自来这么远的
地方求学， 吃的穿的用的都不习
惯，不想和任何人交流，甚至不想
继续读书了。”意识到杨明亮的情
绪问题，刘晓琼一直牵挂在心，多
次找机会和他谈心，“特意在选班
委的时候安排杨明亮做了生活委
员， 为的就是能够让他多和同学
们接触，走出自己心里的坎。”

“这个办法是有用的，杨明亮
从一开始的寡言少语， 慢慢变得

阳光开朗起来。最让我惊喜的是，
班上有个同学因为家庭困难，贫
血晕倒入院。他发动同学，带头在
校园、街头为其募捐。平日那个害
羞不爱讲话的大男孩， 抱着募捐
箱结结巴巴与人交流， 被拒绝了
也不气馁。” 说起当时的情景，刘
晓琼仍然动容。 接到杨明亮从募
捐箱拿出的一叠叠零钱时， 她知
道眼前这个关在自己小世界里的
大男孩已经走出来了。

难忘师恩，毕业24年后的小
惊喜不期而至

“你看这个台历做得多好，这
边是我的照片，这边是日期。这些
照片都是我平时发在自己朋友圈
的， 夏天的月份就用的我夏天的
照片，冬天就用的我冬天的照片。
这个孩子也太细心了……” 毕业
24年， 当年的大男孩杨明亮已步
入中年， 在老师心里却仍然是个
孩子。 虽然台历不是很贵重的物
品，但在刘晓琼心里却很“宝贝”，
将其摆在了办公桌最显眼的位
置，每次稍微有些移动，她都会小
心摆正。

“我一直都很感谢刘老师，因
为多次更换联系方式， 毕业后一
段时间我跟老师失去了联系 。
2015年的时候，班长把我拉入了
班级微信群， 再次联系上了刘老
师。这是一份迟到的祝福。”电话
中，杨明亮告诉记者，高考失利后
陷入心理困境， 幸亏刘老师在他
人生中重要的节点上拉了他一
把， 他始终都记挂着这份恩情。
“刘老师今年马上要退休了，我就
想着一定要赶在她退休之前，把
我的心意表达到。” ■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任杏梓 罗杨薇

据省公安厅统计， 改革开放
40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有593名
公安民警牺牲，1.4万人因公受伤，
75人荣获全国公安一级英模和二
级英模称号。 据长沙市公安提供
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长
沙共有68名公安民警壮烈牺牲，
6000余名辅警因公受伤， 其中重
伤1500余人，近1000人致残。

70年，长沙6000余名
民辅警牺牲或受伤

身患重病，音乐老师梦想重回讲台
热爱生活的人从不会被生活抛弃

自制台历里都是老师
平日朋友圈晒的照片
刘晓琼老师的小幸福：
收到毕业24年学生的暖暖心意

延伸

治疗中的何贤成老师。

刘晓琼老师在欣赏学生制作的台历，满满都是幸福。
实习生 任杏梓 罗杨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