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富，原建平县
公安局张家营子派出
所所长，也是当时建平
县最年长的派出所所
长，他一连 7年没有回
家过年，妻子带着两个
女儿年年苦盼他回家
吃顿年夜饭，他却说
“过年让别人值班我不
忍心”。

作为一名乡镇派
出所所长，他事事关
心，把村民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几乎每件事都
要亲自过问。最终，因
为劳累过度倒在了工
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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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20年没户口
半年解决

1989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李永富始终扎
根在一线，张家营子派出所已经是李永富任职
的第九个部门，此时，李永富也是建平全县年龄
最大的派出所所长。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大
案，有的只是无数琐碎的矛盾纠纷、入户走访、
群众求助、基础信息采集等等的工作，但李永富
从来没因为案子小、事情小就推脱轻视。

2014 年，李永富还在太平庄派出所任职期
间，当地低保户海某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时，因手
续不全未能办成。海某一家 6 口人，其父亲已
经死亡，母亲、姐姐均患有精神疾病，家中还有
妹妹和弟弟两个未成年人。

海某和她母亲、妹妹、弟弟4口人都没有户
口。因其家庭情况特殊，20多年来，户口未能有
效解决。

李永富得知此情况后，多次协调有关部门，
并帮助其整理相关证明材料，一个月之后海某
母亲户口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李永富又陪同
爱心团队到海某家，送去慰问金5500元。三个
月后，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海某的妹妹和弟弟户
口也得到解决，并且李永富和爱心团队与学校
取得联系，免费上学。六个月后海某也顺利落
户。至此，困扰海某一家 20 多年的户口难题，
在李永富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终于得到了解
决。

除夕夜没在家过年
连续7年

李永富被送进医院当天，远在青岛工作的
大女儿李海娇得知消息后，匆匆赶回家，遗憾的
是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身材娇小、看似柔弱的李海娇强忍悲痛，
“爸爸已经连续7年没有回家吃年夜饭，和我们
一起过年了。每到过年时，只有我和妹妹还有
妈妈在家，看到别人一家团聚，而我的爸爸却总
是在这个时候守在乡下派出所，心里很不是滋
味。”

在28岁李海娇的印象里，父亲李永富只是
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在家过了一次年，这个所谓
的过年也就是吃了顿年夜饭而已，吃完饭，连夜
就赶回了所里值班。“爸爸总说，年三十让别人
值班他不忍心……”

午夜值班时倒在工作岗位
因公牺牲

2021年1月31日凌晨，在单位值班室里，拖
着一身疲惫的李永富刚要休息，突然感到身体
不适，拨通一同值班的辅警电话，让其帮自己到
车里取速效救心丸。吃完药后病情没有缓解，
值班辅警立即开车将李永富送往建平县医院进
行救治，在途中，李永富一直浑身哆嗦、坐立不
安，并打电话联系了家属说心脏不舒服，赶紧到
医院。又叮嘱一同送他去医院的辅警说，“要是
真住院了，所里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尤其是疫情
防控，关系着全镇百姓的健康，一丝一毫不能松
懈”。没想到，这通电话和叮嘱也成了李永富生
命中与家人的最后一次通话，对所内工作的最
后一次安排。

医院专家虽然全力救治，但是李永富因抢
救无效于当日1时40分因公牺牲。

相爱30年零一个月
夫妻情深

李永富在距离家 50 多公里的张家营子派
出所工作，每周只有周末才回到家中陪妻子，

“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回到家，他总是帮我干家
务活，收拾屋子，给我做饭。他总说工作太忙，
没时间陪我，但是我也理解他，警察这个工作就
是这样，”李永富的妻子于凤新回忆起丈夫，泪
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簌簌滑落。

如今，李永富去世近两个月，于凤新只是每
天待在家中。她不敢下楼、不敢上街，“外面的
每个地方，丈夫几乎都带我去过，看到每一个场
景，都会想起他，我忍不住，也受不了。”于凤新
悲伤地频频摇头。

在李永富发病前的一个多月，身体就有了一
些症状，他的胳膊经常发麻。当时正值疫情防控
的紧要关头，于凤新把他带下楼，要和他一起上
医院。李永富见妻子是要陪他上医院，立刻转身
上楼，态度有些严厉地和妻子说，自己没事，这个
时候工作要紧，别的事情都得给工作让步，拗不
过他的于凤新只好让他回到所里继续工作。

“丈夫去世时，我们俩结婚已经 30 年零一
个月，我还记得他说退休要带我去旅游，我们俩
一起照相，没想到，人就这么走了。”于凤新掩面
而泣。

同事心中的“村书记所长”
亲力亲为

建平县张家营子派出所指导员侯斌早在

2000 年便与李永富共事，在 2020 年 11 月，李永
富任职张家营子派出所所长后，两人又再次成
为同事。

侯斌与李永富年龄相仿，“永富工作上心，
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和他相同职位的人有些事
交代给下属办理就可以，但是他大事小情都事
必躬亲，他就是这个性格，村民的事在他眼中没
有小事。在马场镇派出所当所长时，半夜有对
小夫妻吵架，得知消息后，李永富连夜赶到小两
口家中劝解，小夫妻消气后都有点感到难为情，
连连向所长表示歉意。”侯斌回忆李永富不光是
一位派出所所长，很多时候还干着“村书记”的
活。

张家营子派出所40岁的辅警魏学华介绍，
在 2020 年初，镇里有村民从武汉返乡，需要隔
离，但村民不配合。李永富走家串户，挨个上门
做工作，一个月没有回家，就在防疫一线忙碌，
在他的努力下，村民们开始理解了防疫工作的
重要性，全力配合隔离。

七年除夕没回家，全县最年长派出所所长倒在工作岗位

女儿穿上警服 感觉爸爸时时陪在身边

李海娇小时候，父亲李永富在她眼
里高大、帅气，“看着就神气，那时就有
种想当警察的愿望。”但是在上高中的
时候，李海娇看到父亲太辛苦，一年很
少在家，有时候执行任务不能和家人联
系，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当警察”这个
愿望在李海娇的心中渐行渐远。

当李海娇毕业后，和妹妹一同去青
岛工作，每逢过年，李永富便会早早给
两个女儿打电话：“早点回来陪妈妈过
年，爸爸对不起妈妈，干警察这行，别人
承受不了的，咱得能承受。”短短几句
话，透露着李永富对家和妻子的愧疚，
还流露着对工作的责任。高大帅气的
警察爸爸形象再次浮现在李海娇的脑
海中，此刻，她的心中没有怨言，更多的
是一种自豪和骄傲。

2021 年 1 月 31 日，李永富与世长
辞。在给父亲处理完后事后，带着对父
亲的怀念，双眼红肿的李海娇毅然做出
了一个决定，放弃在青岛月薪近6000元
的工作，披上了蓝色的警服，那天起，建
平县叶柏寿派出所里多了一名女辅警
的身影。

月薪 1000 多元的辅警和之前的工
作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李海娇做出的
这个决定是为了可以守在情绪悲痛的
妈妈身旁，更是为了她心中埋藏着的那
个愿望——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最近派出所里的工作繁杂，李海娇目
前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整理一些材料，从早
到晚，她几乎一刻不停，唯有忙碌，才能让
她稍稍淡化心中失去父亲的悲伤。

身穿警服的李海娇穿梭在派出所，
“我的身上穿着和爸爸一样的警服，感
觉爸爸时时刻刻都在身旁陪伴着我。
累了，就会想起爸爸说的话，给我鼓励，
同时也在激励着我快速成长。”

李海娇把父亲经常用的保温杯带
到了自己工作的派出所，李永富在单位
每天都要用这个保温杯喝水，有时下乡
也会带在身边。

工作间歇，李海娇捧着父亲曾经用
过的保温杯轻轻地饮一口热水，身上的
倦意消失殆尽，这口热水里似乎有父亲
手掌的温度，还有李海娇不经意间滴落
在杯中的眼泪，稍有苦涩，但却暖入心
间。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李永富，男，1967年1月20日出生，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一级警长，二级警督警
衔，1985 年 10 月入伍，1989 年 4 月退出现
役。1989年 4月参加公安工作，1988年 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前任建平县公安局张家营子派出所所
长，历任建平县公安局马场派出所指导员、白
山派出所所长、铁南派出所四级警长、法制大
队中队长、太平庄派出所所长、张家营子派出
所所长。

李永富同志生前多次被建平县委政法委、
建平县公安局嘉奖并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
度被建平县评为优秀公务员。

薪金不到原工作1/4
女儿选择当辅警

李永富（左二）解决辖区日常问题。 建平公安供图

李海娇和于凤新回忆老李泪流满面。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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