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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离开我 13年了，13年来，每到
清明时节， 我就对爸爸倍感思念。 曾
经， 我是依偎在爸爸身边的小姑娘 ，
是跟爸爸撒娇的小女儿； 现在， 我跟
爸爸一样， 头顶警徽， 身穿藏蓝， 胸
前带着爸爸留下的警号， 这是爸爸对
我的督促和激励 ， 也是我一生的荣
耀。 我走了和爸爸一样的路， 用了爸
爸生前的警号， 067868。 067868 延续
了我们父女的从警路， 我要继承爸爸
的遗志，干好工作，当一名合格的人民
警察！

警号 067868， 每当看到这个警号，
我就会想起爸爸， 想起我入警时的誓
言———穿上警服就要履行天职，穿上战
靴就要决胜千里， 头顶警徽就要勇于
担当。

记忆中，爸爸特别怕冷，小时候，每
到冬天，只要爸爸在家，我就会依偎在
他身边，跟爸爸撒娇，为爸爸暖手。

虽然爸爸已经离开我们 13 年了，
可在我心中， 爸爸好像一直没有走远，
他就在我身边。

记得我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新生时，
对于新环境既兴奋又陌生，总是第一时

间跟爸爸分享我的喜悦与生活。 那次，
我告诉爸爸参加了校园的合唱团，马上
要参加演出，爸爸满口答应我，从云南
出差回来，就来看我的演出……可我等
来的只是爸爸的电话： “姗姗， 爸爸
特别想你， 也想早点回家， 等把逃犯
抓住， 爸爸一定回家好好歇歇， 好好
陪你和妈妈。” 我等啊等， 等来的却是
爸爸长眠他乡的噩耗。 从那以后， 每
当听到别人喊爸爸 ， 我都心如刀割 ，
只能在夜深人静时， 一遍遍小声哭喊
着叫爸爸……

时间回到 2009 年的 5 月 11 日，周
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辖区发生一起案

件，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迅速奔赴辽宁
沈阳抓捕犯罪嫌疑人，连夜审讯加商讨
方案，经过一昼夜的斗智斗勇，犯罪嫌
疑人终于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在准备
回程的候车室里，专案人员又接到省厅
督办的特大涉外拐卖妇女案，便又火速
赶往云南。

高负荷工作的办案民警到达云南

后，未顾得上休息，便联系当地警方商
讨案情， 重新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工作。
2009 年的 6 月 6 日凌晨， 连续工作 28

天的办案民警倒在了临时办公桌上，永
远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醒来，手里还
拿着厚厚的工作笔记。 万里追逃路上，
他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 40 岁， 他就是
有着 20 年党龄的周口市公安民警张宏
涛，也是我的爸爸。

当年，我还是一个孩子，我理解不
了爸爸为何如此高强度工作，以至于丢
了性命。 可如今，当我身穿警服，接过父
亲的警号戴在胸前，我深深明白，虽然
是和平年代，可也没有岁月静好，还是
需要有人负重前行。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每一个工
作岗位都要面对违法犯罪，很多岗位的
公安民警都甘当无名英雄，长期扎根基
层，默默付出，将平凡的事情做成不平
凡。 危险面前，冲锋在前的周口公安，用
辛勤的汗水乃至于生命，书写出了“铸
忠魂”的气魄。

解开了尘封的“警号 067868”，我深
深自豪， 我跟爸爸有着同样的使命，同
样的工作，同样的梦想。

作为周口公安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我将以人民为姓，警察为名，替爸爸走
完他未走完的路！

尘封的
“警号 067868”

■张姗姗

������年年芳草绿，今又清明时。
“爸爸，你在那边还好吗？清明节快

到了，我们特别想念您！ 弟弟在外工作
不在家，今天我和妈妈来看您，陪您说
说话。 ”3 月 30 日，巴舜巍搀扶着体弱
多病的母亲来到沈丘县李家祠堂公

墓， 用一束鲜花寄托对爸爸的无限哀
思。

爸爸是国家二级英模、沈丘县公安
局因公牺牲民警巴进， 如果没有因公
牺牲，爸爸今年 62 岁了。 生前爸爸没
有不良嗜好，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打
牌，平常只喜欢在本子上记些东西。

这是爸爸多年来保持的习惯，家里
有点什么大小事情、 看电视听到的领
导讲话、文章中的精彩段落、电视剧的
经典台词， 爸爸都爱写在一个记事本
上。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爸爸坚信
不疑的人生信条。

虽然爸爸的工作很忙，但从我记事
起，我和弟弟就不缺少父爱。 父亲一生
以身作则，我从小耳濡目染，忠厚老实、
认真负责，是爸爸留给大家的印象。

清晰记得爸爸生前有两个雷打不

动的习惯， 早上起来泡上一大壶红枣
茶， 趁茶放凉之前， 翻开衣橱中间右
边抽屉的记事本， 把一天的各项规划
写在上面 ； 晚上睡觉前 ， 坐在书桌
旁 ， 拿出手机看一看订阅的彩信新
闻 ， 把他认为值得记录的内容抄下
来。 有时实在无事可记， 爸爸也会翻
开瞅上一会，直到妈妈连声催促，才会

合上本子， 小心翼翼放回抽屉内的夹
层。

记得刚上中学时，有次实在抵挡不
住好奇心的驱使，趁着父母上班，家里
没人， 我便做贼一样悄悄溜进父母房
间，拿出抽屉里的记事本 ，睁大眼睛 、
屏住呼吸，仔细翻看着本子的每一页、
每一行、每一个数字。 虽然不完全明白
爸爸记录的内容， 记事本里也没发现
期待中好玩的东西， 但总算满足了我
的好奇心， 我将本子原封不动放回抽
屉。 可能是做贼心虚，接下来的几天时
间我都不敢正眼看爸爸， 好在他并没
有发现， 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
来。

时间一久，我对爸爸写在记事本上
的内容不那么牵挂了， 却又时常听见
妈妈唠叨：“你天天往本子上瞎记啥 ，
不能吃不能穿的。 ”爸爸总是笑着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说不定哪天就用
上了。 等到退休了，整理整理，说不定
还能出本书呢！ ”每天午饭后、看电视
时、睡觉前的一点点时间，爸爸都会拿
出记事本写上两笔，瞧上一会儿。

厚厚的记事本没有耽误爸爸的工

作和家中的大小琐事， 瞅着爸爸认真
的样子，妈妈便不再唠叨。

2004 年， 我考上大学要去武汉读
书，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爸爸郑重地
对我说：“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事情 ，
但有些事必须要记清， 有些账也必须
要算好。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一个

记事本，算好自己的人生账。 ”
就这样，受爸爸影响，我也逐渐养

成了每天往记事本上记东西的习惯 。
上学时，使用记事本，记下自己的目标
和计划；工作后，用手机记事本 ，记录
自己的工作和感悟。 记事本，就像一双
会说话的眼睛，时刻监督着我、提醒着
我。

今年 2 月份，我到一派出所检查辖
区工厂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时， 看到某
充绒厂存在卫生管理混乱， 生产车间
没有专职卫生专员， 地上的羽绒碎屑
到处堆积飘散， 厂区内私接乱拉电线
等严重问题， 便依照惯例记录在记事
本上， 准备向领导汇报后给予该厂停
业整顿处分 。 该单位负责人看到后 ，
害怕关厂停业整顿 ， 连忙找到我 ，
说： “同志， 有落实不到位的， 我们
一定认真整改， 但是停业整顿能不能
酌情……” 我望着记事本， 想起爸爸
说过的话， 便说： “该整改必须要整
改， 该停业整顿也一定要整顿。 这是
原则问题！ ”我深知规矩不能破坏，方
便之门不能开。

家训有声，从铿锵有力的横竖撇捺
可以勾勒出一个家族为人处世的边

界；家风无声，却在耳濡目染的言传身
教中， 塑造出了一个家庭的内在精神
风貌。

爸爸的记事本， 是认真的印记，也
是无声的传承，我将永远铭记。

（巴舜巍讲述 郭亚飞整理）

父亲的记事本

������警察是什么？
警察是一道光，
带给人们希望和光亮。
万家灯火时， 警察在平安

守护；
危险来临时， 警察在逆行

出征；
新冠疫情来临时， 警察在

严防死守。
警察在哪里？
在社区调解、在堤坝防汛、

在卡点排查、在电话流调、在人
们需要的所有地方！

警察让坏人胆战心惊！
警察让好人安稳入睡！
警察这道光， 让万物茁壮

成长！
这道光会熄灭吗？
不会！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牺牲的战友们，
他们离开后， 变成了一颗

颗星，
发出万道金光的星！
他们依旧和我们肩并肩 ，

守护着人民群众，
无数警察用生命诠释着

人 民 警 察 为 人 民 的 庄 严 承

诺！

一颗星
发出万道光

■宋军伟

������小时候，哪怕只捡到一分
钱 ， 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
边，

叔叔含笑的脸，映照着我
额头的汗水。

上学后， 我一路小跑，想
过斑马线，

警察叔叔哨音长响，手挡
疾驰的车，目送我远离危险。

长大后，看电视，上网络，
我知您有多勇敢，

擒匪制歹您赤手空拳，
不惧刀枪之躯，压碎凶残

的胆。

现行走， 我知您情缘，缠
系于朗朗乾坤画卷。

一幅锦绣河山，岂能缺松
柏石岩！

警察
■许艳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