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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生活中有时候
需要善意的谎言

核心
提示

这是一个三代从警的警察世家，从爷爷当民
警那年算起，至今已70年。此间，因为人民警察
这个职业，一家三代的经历十分曲折。爷爷于登

科曾与持枪歹徒进行一对一的较量，他在两枪警告后，一枪
制敌；父亲于兰波在抓捕持刀疑犯时，身中七刀，壮烈牺牲。
作为家里的第三代民警，于悦接班后，从爷爷工作过的地方
开始，在父亲的激励下前行，用1个二等功、9个三等功和一
条无法再恢复正常的伤腿，延续着这个警察世家的荣耀。

同事的丈夫长得文质彬彬，
可偏偏是一名缉毒警。有一天，
同事不经意间讲了一件丈夫工
作中的小事，结果缉毒警的形象
在办公室里瞬间高大起来。

三名缉毒警到外市对一名
毒犯收网，成功抓捕之后却没能
赶上最后一班飞机。从当晚到
第二天首趟航班起飞前，三名缉
毒警都要与这名毒犯共处一室，
而偏偏这一时段是人最困的时
候，家人担心在所难免。

同事的丈夫就在这三人小
组中，为了让妻子放心，那一夜
他一直没睡，一边打游戏，一边
看守毒犯。“我睡一会儿就看一
眼手机，看他在那儿打游戏，我
就放心了。”同事说的时候，眼里
全是泪花。

让家人放心，让家人安稳地
睡觉，是一种亲情，也是一种能
力。因为职业的关系，每一名民
警都要面对亲人的担心，也都在
用自己的办法让亲人安心。

因为母亲经历过民警丈夫
的突然离世，儿子接班当民警
后，她的担心无处不在。对此，
于悦总是小心翼翼地面对，为了
让母亲不那么担心，有时候他不
得不编出一些理由。

外出执行抓捕任务，有时候
连续几天不能回家。说实话，家
人肯定要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只
能撒谎，而局里进行封闭培训是
于悦最常用的借口。抓捕的任
务越艰巨，培训的级别就越高。

晚上正在街头参加多警联
动的安全检查，突然接到家里的
电话。于悦通常会说，刚跟同事
出来，想找一个地方吃口饭，而
且一定笑呵呵地掩饰现场的紧
张气氛，并做出吃完饭马上回家
的承诺。

刚泡好方便面就接到母亲
的电话，问晚上吃的什么？于悦
至少要说出两道符合自己口味
的菜才能过关，否则母亲就要来
送饭。如果一不小心透露出与
方便面有关的信息，接下来很长
一段时间，母亲就会围绕食品健
康问题进行科普。

工作中负点小伤，要想瞒住
不让家人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回家。去绥中县抓捕时意外
摔伤，他就在单位躲了一个星
期，不过，最后母亲还是在连续
值班的谎言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于悦安抚母亲的这些套路，
每一名民警都似曾相识，有时候
明明知道是漏洞百出的谎言，
也要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即使
被家人识破，也能达到让家人放
心的效果，“我还有工夫编瞎话
呢，哪有什么危险？”这就是一名
人民警察充满亲情的日常家庭
生活。

在沈阳市大东门派出所的会
议室里，挂着一个醒目的“家”
字。绿色背景的房屋里，以民警
的工作照为笔画，拼写出一个温
馨的“家”。

派出所所长于悦从一个撕
裂 的 伤 口 开 始 向 记 者 讲 述 他
们一家三代从警七十年的家风
故事。这个家庭的日常，让我们感
受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 温 暖 。

铁血警魂在一家三代传承70年
本报记者 李 波

1995年8月13日，星期日。
那天晚上，在沈阳市和平区某小

区，年仅41岁的民警于兰波在制止歹
徒偷盗汽车时英勇牺牲。他儿子于
悦那年15岁。父亲发觉有人偷车就
往楼下跑，于悦也跟在后面。下楼之
后，于悦到旁边的树丛里找来一根木
棒，就耽搁那么一小会儿，当他再跑
回来时，一切都来不及了。一辆吉普
车顶到墙上，车门开着，距离吉普车
不远的墙脚下，父亲躺在水泥地上，
浑身是血。于悦抱起父亲的头大声
呼救。母亲李杰拦下一辆出租车，把
丈夫送到医院。

于悦清楚地记得父亲离开时的
场景，“医生剪开父亲的警服，鲜血一
下子喷出来。我只觉得屋里全是父
亲的血，他睁着眼睛，嘴角动了动，一
句话也没说出来。”

送别父亲时，来了很多民警，他
们一队队地走向父亲的遗体，庄严地
敬礼，一个接一个地来摸于悦的头以
示安慰。已经退休的爷爷于登科也
找出警服，像其他民警那样在遗体前
郑重敬礼，以一个民警特有的方式送
别了还满头黑发的儿子。

爷爷和父亲都是民警，每一次跟
同学提起，于悦都感到荣耀。送别父
亲那一刻，更坚定了他当民警的理
想。他痛恨杀死父亲的歹徒，痛恨天
下所有的罪恶，他要像父亲一样，像
爷爷一样，像那些给父亲敬礼的叔叔

一样，穿上警服维持社会安全。
过了不久，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

局在打击现行犯罪时抓获犯罪嫌疑
人金某，他在接受讯问时交代了杀死
于兰波的经过。

那天晚上，金某窜到小区偷盗汽
车。他砸坏车窗玻璃钻进驾驶室，正
倒车时被于兰波发现并制止。金某
开车要跑，于兰波却将身子探进驾驶
室拽住了方向盘。汽车撞在墙上后，
丧心病狂的金某对于兰波连刺七
刀。抓捕犯罪嫌疑人时不幸牺牲的
于兰波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8 年，年满 18 岁的于悦要接
父亲的班，成为家里的第三代警察，
为此全家人进行了激烈讨论。于悦
态度坚决，“这个警察我必须当，我要
沿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我当警察，
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母亲李杰
仍然没能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走出
来，她反对儿子当民警，瞬间失去亲
人那种痛彻心扉的痛，她无法再面
对。李杰说：“当时我内心很纠结，很
不情愿，我亲眼看到我的爱人倒在血
泊里。”最后，爷爷在家庭会议上用一
个警察世家的荣耀，用儿子牺牲后上
级部门的种种关照，用孙子立志做一
名优秀民警的决心，说服了 41 岁就
失去丈夫的儿媳妇。

接父亲的班，从爷爷当年工作过
的地方开始，1998年，于悦成为沈阳
东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

我要沿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

爷爷于登科在 1948 年沈阳和
平解放后转业到公安机关工作，从
沈阳东站派出所指导员一路干到大
东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作为一
名从战场上走出来的刑侦专家，他
曾在与持枪歹徒面对面的较量中
一枪完胜，也曾组织和参与破获了
很多大案要案。但是当于悦成为
一名民警时，他却主动提出从户籍
民警做起。

于悦说：“刚当上警察时，我就
想干刑警，就想破案抓坏人。爷爷
却让我先学会跟社区里的居民打交
道，他说有了群众基础才能破案。”

干了 3 年的“片警”，于悦也渐
渐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因为熟
悉片区情况，跟居民处得好，对于撬
门压锁、偷摩托车之类需要群众提
供线索的案件，他很快就有了侦破
心得。

有一次，黑龙江警方派人到东
站一带抓一个逃犯。于悦一看逃犯
的个人信息，心里就有了谱。他侧
面打电话问了一下，就确定了犯罪
嫌疑人当时正在租住的房间里。于
悦去敲门，不露声色地把人带回派
出所，关上门只说了一句话就让那
个逃犯放弃了抵抗，“你不叫周某，
你的真名叫马某。”

2009年，当了8年的刑警后，多
次参与侦破重大案件的于悦被任命
为二台子派出所副所长，负责刑侦
工作。思想上有父亲的激励，业务
上有爷爷的指导，于悦干起工作来，
处处冲在前面。

在2011年的“清网行动”中，二
台子派出所收到重要线索，一起伤
害案的犯罪嫌疑人高某在外地躲藏
一年后回到了绥中县的老家，目前
正躲在山上的果园里。于悦带着两

名民警当晚就进山了，为了避免惊
动犯罪嫌疑人，三人抓捕小组没有
走通往正门的小路，而是选择了没
有路的后山。深更半夜里，借着雪
色前行的于悦一个不慎就从山坡上
滑了下去。幸运的是，他在滚下去
十几米后被一棵树拦住了。没有呼
叫，也没有时间害怕，稍微平静了一
下，于悦就手脚并用地爬了上来。
在山顶的窝棚里，已经进入梦乡的
犯罪嫌疑人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
么，就被牢牢控制住。

一路飞驰着回到沈阳，于悦才
发现自己的脸上有划伤，双腿也隐
隐作痛。为了趁热打铁完成审讯，
于悦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走进了
讯问室。从那天开始，所里的很多
同志都发现，于悦走路的姿势有些
不自然，左腿总是拖着。但于悦没

在意，几天没好，觉得个把月后一定
会好。直到 2012 年 3 月，于悦在一
次抓捕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被同
事强行送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
股骨头坏死，在绥中摔下山坡那一
次，虽然那棵树救了他的命，却对他
的股骨造成了损伤。

被医生告知伤腿已经无法修复
时，于悦32岁。也就是从那一年开
始，在二台子派出所辖区，人们总能
看到一个拖着伤腿的民警。

这次受伤给于悦带来了很多
不便，甚至连手动挡车都不再敢
开，因为左脚在踩离合时总是有点
不受控制。于悦还是没在乎，说起
这次受伤时，他说自己很幸运，“我
得感谢那棵树，要不是它挡着，可
能我今天都无法坐在这儿接受你
的采访了。”

辖区里那个拖着伤腿的民警

在于悦家，那块写着“共和国不
会忘记”的公安英烈牌匾摆放得格
外醒目。于悦说：“那是对父亲的
纪念，也是对我的激励。”每一次走
进家门看到这块牌匾，于悦都会问
自己，我的努力能让父亲满意吗？

在一个英雄父亲的激励下，于
悦每天都斗志昂扬，从警 20 年，他
荣获 1 个二等功、9 个三等功，在
2011 年“清网行动”中还获得了“铁
人民警”的赞誉。2016 年，于悦被
任命为二台子派出所所长。虽从
冲锋在前的刑侦民警转换身份成
为保一方平安的守护者，但他对
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没变，吃苦在
前的工作作风没变。如今，于悦
调至沈阳大东门派出所，无论是
执行安保，还是蹲坑守候，他总是
先把自己派出去。

同样是那块公安英烈的牌匾，
母亲李杰每看一次都会对儿子多

一份担心，她害怕多年前的那场梦
魇重现，她害怕儿子像丈夫那样出
了家门就再也回不来了。李杰说：

“儿子走出家门就开始担心，直到
儿子回来了，我的心才会落下。”为
了让母亲少一些担心，每一次面对

注意安全之类的叮嘱，于悦都会
痛快地回答，“行，妈你放心吧！”
但这样的回答很多时候更像是对
母亲的一种安抚。于悦说：“我答
应是答应了，但我知道民警这个职
业，上战场的时候，我兴许就回不
来了。”

于悦非常理解母亲，经历了一
次亲人的突然离去，任何一件小事
都可以成为她担心的理由。看到
一个有关民警的新闻，听说一起恶
性案件，哪怕沈阳某处出现了火
灾、发生了车祸，母亲都要打电话
问一问。天冷时怕在外蹲坑守候
的儿子冻着，下雨时担心儿子出警
时的行驶安全，别人家的儿子都下
班了，自己的儿子却迟迟不到家，
哪怕只稍晚那么一点点，母亲也能
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意外想法。

为了让母亲少一些担心，于悦
总要想办法编一些理由。那次去

绥中县抓捕时摔伤，由于走路姿势
无法过关，他用“值班”两个字蒙混
了一个星期，直到母亲把饺子送到
所里才真相大白。执行有危险的
任务时，于悦从来不敢告诉母亲，
外出时间短一点就说要参加一个
重要会议，时间长点就说局里有一
个封闭培训，连打电话追问的机会
都不给母亲留。

总是值班，总有忙不完的工作，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于悦有一天突
然发现，他几乎成了家里的编外人
员。“儿子上学 7 年，我从来没接送
过，从来没参加过家长会；儿子出
去游玩，陪伴他的总是妈妈和奶
奶，照片上从来没有我。”说到这儿
时，于悦已经红了眼圈，“就像我小
时 候 ，只 有 母 亲 的 陪 伴 ，没 有 父
亲。”面对罪恶时那个铁骨铮铮的
人民警察，想起英年早逝的父亲，
哭得像一个孩子。

给一个让母亲少点担心的理由

每一次整理着装，于悦都会想到父亲，想到肩头的使命。（资料图）

从警 20年，于悦获得 1个二等功、9个三等功，还被评为沈阳市道德模
范和感动沈阳十大人物。2018年1月一家四口同台领奖。（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