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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光照日月，英名永世长存。新郑籍
援疆特警沈战东同志用生命诠释着英雄不
朽的丰碑。2010年1月29日晚，沈战东结束
一天巡逻勤务返回驻地后，不顾疲惫坚持值
夜岗，因劳累过度晕倒在值班岗位，经全力
抢救无效，于 2010 年 1 月 30 日零时 30 分光
荣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就是这样一个风华
正茂的青年民警，一个对事业孜孜追求的青
年民警，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青年民警，
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青年民警，把生命永远
定格在28岁，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献出了
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

笃定理想，勇担大任，展示
忠诚本色

沈战东入警 4年多以来，一直扎根在特
巡警支队，奋斗在一线实战单位，多次与犯
罪分子面对面过招，多次面对艰难险重任
务，多次直面生死考验，他都义无反顾，身先
士卒，冲锋在前。

处置新疆乌市“9·2”群体性事件中，沈
战东同志和其他 10名队友在西河街小西门
新华楼服装批发市场前抓获了一名涉嫌针
扎群众的嫌疑人，准备移交处理时，周围几
百名群众情绪激动，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并有部分群众冲上前踢打被控制的嫌疑人，
沈战东看到情况危急，立即用身体护住嫌疑
人，安全送至警车，他的手臂却被群众误伤
多处。

青海维稳期间执行“3·22”抓捕任务中，
抓捕车辆行驶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路上，
路面积雪在5厘米以上，车辆打滑，行驶困难，
沈战东将自己的棉被、褥子和防寒服铺在打
滑的车轮下面，并在严重高原缺氧的情况下，
第一个带队下车推车。在他的带领下大队其
他队员纷纷下车推车，大家踩着冰雪喘着粗
气凭着顽强的毅力前进数公里，保证了抓捕
车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为了不错过最佳抓
捕时机，沈战东顾不上疲劳，和队员们一道克
服高原反应、天气寒冷等恶劣环境的影响，立
即实施抓捕，连续奋战四天四夜，抓获违法嫌
疑人14名，出色地完成了抓捕任务。

赴四川汶川执行抗震救灾任务期间，沈
战东主动请缨随队赶赴四川抗震救灾。到
达灾区后，先后转战都江堰、汶川、成都、江
油等地执行救灾任务。他身背 30多公斤的

救援物资，抬着救援装备，冒着不断的余震
和滚落的山石，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冲进长达
986米已严重变形、漆黑的友谊隧道。他和7
名队员徒步返回都江堰，把发电机绑在钢钎
上，爬陡坡，踏乱石，翻山越岭，跨过地上一
条条裂缝，用了一整天时间，走了 30多公里
山路，硬是把 100多公斤重的发电机抬到了
漩口镇，他们迅速在废墟上架起 3米多高的
临时线杆，扯上电线，挂上灯泡，当第一盏灯
在黑暗中的漩口镇亮起来时，受灾群众的脸
上充满了惊喜。看着沈战东同志红肿的肩
膀，磨出血痂的双手，群众流着泪说：“灯亮
了，我们的心也亮了，这是生命之灯，希望之

灯啊！”

敬业执著，刻苦磨砺，练就
过硬本领

沈战东是特巡警支队仅有的5名全能队员
之一。他能吃苦、善动脑、肯钻研，擒拿格斗样
样精通，是训练场上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用血
汗铸就了一名特警队员的铮铮铁骨。

沈战东身高 1.70米，体重 60公斤，在
特警队员中这样的身材条件属于“弱势”，
警务训练中与人高马大的队友竞争明显要

“吃大亏”。刚入警时，他的训练成绩很不
理想，但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韧
劲。为了熟练掌握射击要领，取得射击好
成绩，他不厌其烦请教有经验的同志，利
用休息时间加班训练。他在自动步枪伸管
上绑一根1米多长的杆子，挂上 3公斤多重
的砖头，一练就是1个多小时，别人能负重
坚持端枪瞄准 3分钟时间，他能坚持到 5分
钟，最终练成了“神枪手”。2007年全省公
安机关组织大练兵综合比武，沈战东和战
友组队代表郑州市公安局参加比武。手枪
射击比赛，他先声夺人，打了个满环。在
3000米长跑比赛中，按照战术安排，他在
前 2000 米领跑，他一马当先，奋力奔跑，
最终在他的领跑和鼓舞下，郑州市局代表
队一举夺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沈战
东被省厅评为“大练兵业务能手”。

大爱无言，满腔热忱，心系
群众安危

沈战东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亲人无比热爱，他把亲人的情爱，始终
埋在心底，融在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大爱
中。

新疆执行维稳任务期间，为了巩固稳
定效果，进一步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宣
传党和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发挥“三
队”（维护社会稳定的战斗队、宣传党和
国家政策的宣传队、服务各族群众的工作
队）作用，郑州特警创新形式，多策并
举，开展了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
商户的“四进”活动。“四进”活动中，
沈战东和战友们积极主动工作，先后发放
警民联系卡 2000 多张，接到求助电话 100
余次，解决群众困难50多个。

在新疆维稳的沈战东通过走访了解到，
位于沙区黑龙江路与公园南路交叉口附近
的乌市仟叶培训学校，每天有2500多名学生
分多个时段上下课，要横穿大门口的黑龙江
路，车流量大，家长和学校非常担心学生的
安全。了解这一情况后，他及时与校方领导
联系，主动担当起了指挥交通、保护学生的

“安全员”。
沈战东把爱全部献给了崇高的公安事

业，献给了亲爱的战友，献给了人民群众，留
给亲人的只有深深的愧疚。他先后四次推
迟婚期，直到 2009年 12月，在支队领导命令
强迫下他才返郑举行婚礼。然而，蜜月还未
结束，沈战东看到支队警力紧张，安顿好瘫
痪在床的岳父再次请战，毅然再次赴疆执行
维稳任务。

2008 年北京奥运安保期间，沈战东的
岳父患上了脑溢血，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由于工作任务繁忙，他无暇照顾病重的
岳父，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妻子的肩头。
为了弥补愧疚，他都要利用空余时间到医
院照顾岳父，打针、吃药、上厕所……同病
房的病友和护士都以为他是老人的亲儿
子。

热血柔肠，真心实意，倾注
战友之情

领导和战友都评价沈战东既有胆有
识，又重情有义，工作中冲锋在前，敢当
敢干，生活中阳光开朗，热语衷肠。无论
是生死关头，还是平时工作，他对战友始
终关爱备至，用自己积极向上的精神意志

和豁达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召身边的战
友。

沈战东所在的大队担负着处置各类暴
力、反恐等急难险重任务，是整个支队的尖
刀大队。新入警人员年纪轻、经验少、干劲
大，作为一名有过实战经验的业务骨干，年
纪轻轻的他就成为大队的“老”民警，负责着
十二班十多位新入警队员的训练工作，在每
次处置恶性突发暴力案事件时，沈战东说的
最多的两句话是“跟着我！”“看我的！”最大
限度保护着战友的安全，以自身实际行动为
班上民警做表率。

2008年元旦，某地发生多名儿童被拐卖
案件，当得知有 8名儿童被犯罪嫌疑人挟持
到某小区时，沈战东同志所在的班组担负起
抓捕任务。在奔赴抓捕的路上，看到年轻的
战友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紧张，他就主动劝
大家不要紧张，并且说：“第一次嘛，紧张是
难免的，不要紧张，看我的！你们跟着我上
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
第一个冲进房间，成功将持枪的犯罪嫌疑人
抓获。

沈战东对每一位战友倾注了他全部的
深情。赴青海维稳期间，为减轻当地政府
的负担，郑州特警自己搭起帐篷宿营，由
于帐篷不够，有队员需要住车上，他主动
让出帐篷让战友睡，自己却睡在依维柯战
车上，一睡就是 30多天。在处置恶性突发
性暴力案事件时，他总是站在队友的前
面，说“跟我上、看我的”，最大限度地保
护战友的安全。赴四川抗震救灾他帮助受
伤的战友背负行囊，一人背负两人的物资
徒步行走数十公里。战友从新疆换防返
郑，当晚就要去新疆的他顾不上收拾行
囊，跑到火车站迎接战友们。他总是一腔
热血帮助解决外出执行任务战友家庭的实
际困难。沈战东同志帮助过全班的每个战
友，为战友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桩桩件件
倾注了真心与热情。

英雄长逝天地悲，万物无语欲垂泪。只
要这大地上还照耀着阳光，沈战东这不朽的
名字和28岁的生命历程，就将永远在长空中
翱翔!

安息吧，新郑人民的好儿子！

过一个文明时尚的虎年春节
本报记者 尹春灵 高凯

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年年“不同过”。
虎年的春节怎样度过呢？近日，记者走访了新
郑市民，并从各种场所收集了第一手资料，以
往过春节玩扑克、打麻将、串酒场的陋习正逐
渐消退，新的过节方式在新郑市蔚然成风。

畅游风景 流连忘返
苍山高树、水平天远、亭台楼榭，足以让忙

碌的人们驻足停留，享受一个怡情开心的佳
节。因此很多人打算在此期间外出旅游，远的
到国外，近的则在本市。新郑市旅行社的工作
人员介绍，今年到旅行社报名外出旅游的人数
比去年有了明显的增长，出行规模进一步扩
大。

与外出旅游相比，新郑市的许多市民则在
市里的一些景点体验一番别样的乐趣：徜徉郑

风苑，感受“船在水中游，人在船中笑”的自在
自得；攀登始祖山，品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的旷远；畅游轩辕故里，体悟黄帝文化的
博大精深；游西亚斯国际学院，领略独特的欧
美风情……此外，湿地公园、公主湖、城北新区
等景点也吸引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还有一些人
要去北靳楼村、王邢庄村、小乔村等新农村寻
觅乡村生活的闲情逸趣。

娱乐锻炼 强身健体
与以往过年的大吃大喝相比，现在人们更

加迷恋文化娱乐和锻炼身体。先去逛逛新郑
市各个健身场所，羽毛球、足球、篮球、网球伴
随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在空中不停地跳来跳去；
再去看看炎黄广场，跳舞、秧歌、腰鼓、戏曲、太
极拳等娱乐活动在吹拉弹唱中有条不紊地“运

作”；瞧瞧农村的文化大院与文化广场，乡亲们
也穿着节日的盛装在热烈的锣鼓声中开展“文
艺大战”；最后瞅瞅郊外，五颜六色的风筝也

“招摇入市”，还有几位大伯“别来闲整钓鱼
竿”……

订年夜饭 享天伦乐
一顿年夜饭，平添新年意、尽现天伦乐。

过年啦，在哪个地方吃年夜饭呢？以前，总是
家人买大包小包的蔬菜和鱼肉回家操办年夜
饭。随着餐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新郑市很多
酒店推出多种档次多种类型的酒席，很多人就
把年夜饭转移到了酒店，于是一场“年夜饭大
战”也在所难免了。这几天，记者调查显示，新
郑绝大部分酒店的年夜饭预定房间所剩无几，
从年三十到初二，预订率达到90%以上。一订

餐市民告诉记者：“我已经跑了好几个饭店，都
没有房间了！在酒店吃团圆饭，一家人乐呵呵
地，比较有味道！”

潜心学习 含英咀华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记

者发现在热闹的新年气氛中，有几个地方却
与众不同，它们就是图书馆、博物馆、书
店、电子阅览室。新年之时，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在这些地方满足自己对知识的需求。这
些人中尤以学生为甚，他们品尝着书中的滋
味、咀嚼着博物馆中的历史文化精华、点击
着鼠标穿越古今，还把自己喜欢的书籍、光
盘买回家中细细体味。与热闹的环境相比，
这些地方书香四溢、底蕴深厚，显示了人们
对文化的追求和向往。

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新年前夕，新郑市新华路小学全
体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老师发的小红包。当同学们从
老师手中接过红包后，立即打开，里
面是一元崭新的人民币和一封充满
鼓励、关爱的贺卡。“孩子，一元钱，大
含义！用好这一元钱，让它发出光
亮；创新这一元钱，让它传承爱的宽
广！”这时同学们才意识到，原来老师

送给大家的这份特殊祝福是一项寒
假作业。

学生们立刻对这份特殊的红包
产生了兴趣。五年级学生秦一飞深
有感触地说：“红包里面虽然只有一
块钱，但我觉得比爷爷给的压岁钱更
珍贵。‘一元红包’是老师对我一学期
来优秀表现的最好奖赏，我要珍藏好
这一元钱。”

据该校校长张晓红介绍：寒假来
临，在大家都忙着为新年做准备的
时候，如何给孩子期末奖励？学校
采取这种送红包的方式，让孩子用
好一元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培
养孩子仁爱、进取、孝心、坚持等品
格，使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假期！

本报记者 高 凯 刘栓阳 文/图

过年饰品花样翻新

陈大妈买春联
本报记者 尹春灵

2月 3日，在新郑市洧水路上，一副副艳如桃
花、灿如晚霞的春联映入眼帘。记者看到众多市
民在挑选自己满意的春联。

“我年轻那会儿，没吃没穿的，哪像现在的小
孩这样享福！我整天盼着过年，到过年时就有可
能吃上一块白蒸馍。可现在不一样了，每天都像
是在过年。”正在看春联的陈大妈乐呵呵地说，她
告诉记者，她是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村村民，当初
嫁到该村时，家徒四壁。而今各种惠农政策进家
到户后，村里实现了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
电视，家用电器、农用工具一应俱全，农民用上了
手机、电脑，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市场的瞬息万
变。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老年人免费乘车等都让
60岁的她整天乐得笑呵呵。今天她是专门来买
春联的。

寻寻觅觅、精挑细选后，陈大妈最终“敲定”了
四副。第一副是“家庭和谐勤劳致富奔小康，邻里
和睦尊老爱幼幸福民”，它是贴到家里的大门上；
第二副是“科技花开香处处，技术成果乐家家”，被
定位到儿子房间，激励他好好工作，争取在农具研
究上有所突破；第三副是“文化进村百姓乐，农家
致富万民欢”，要“远嫁”到村里的文化大院；最后
一副是“车窗似明镜摄进诗情画意，道路如彩绸牵
来绿水青山”，自然而然要和陈大妈家里新添置的
一辆汽车“相伴为邻”了。拿着折叠好的春联，陈
大妈仍然意犹未尽，眼睛还在充满喜庆的春联上
捕捉“亮点”。原来，她还得再买几副关于饮食卫
生、国泰民安、粮食丰收的对联，才能完成家人的

“重托”。
近年来，在新郑市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把实

事办实的基础上，农村中出现了千千万万个“陈大
妈”。如今，她们通过买春联这一独特的形式来表
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赞叹吃着甘蔗上楼梯的甜蜜
生活。

光荣院里乐融融
颐寿园里欢喜多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孙瑞）又是一年
新春到。在这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光荣院
和敬老院的老人们将如何度过新春佳节？
老人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近日，记者
走进新郑市光荣院和新郑和庄镇敬老院颐
寿园进行了采访。

光荣院里其乐融融

一踏进光荣院，浓浓的年味儿就扑面
而来。大红灯笼高高地悬挂在新落成的公
寓楼门前，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院内
晒太阳的老人也穿上了崭新的衣服，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光荣院里显得其乐融
融。

在食堂内，记者看到案板旁边堆放着
工作人员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新鲜蔬菜，冰
柜里冷藏着猪肉、鱼肉等过年用的食品。
在老人的宿舍里，记者翻开床铺数了数，每
张床上都铺着两床褥子，盖着厚厚的棉被，
还安装有空调。

“这里的生活很好，吃得好，穿得暖，还
有很多伙伴一起聊天、下棋，很开心、很热
闹。”搬进光荣院刚满一周的代遂中老人，
对于即将到来的、与以往不一样的虎年春
节充满了期待。他对记者说，原来一个人
在家过年冷冷清清的，自从来到光荣院后
心里别提多温暖了。

为了营造喜庆的节日气氛，光荣院张
灯结彩，装扮一新。光荣院在给老人们准
备丰盛年饭的同时，还将在春节期间为老
人们组织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让他们充
分感受到家的温暖。

颐寿园里欢欢喜喜

“咚咚锵、咚咚锵”，还没走进颐寿园，
记者就听到了敲锣打鼓的声音。一问才
知，原来是老人们在排练节目，准备过年到
市区表演呢。“这是院长昨天给我们买的新
鼓、新锣，在表演节目娱乐的同时，还锻炼
了身体。”68 岁的刘买官老人乐得合不拢
嘴。

走进屋里，正在看电视的几位老人热
情地跟记者打招呼，争先讲述他们迎接新
年的喜悦心情。“腊月廿七就是我 65岁的
生日了，工作人员还要给我煮 4 个鸡蛋
呢。”高十一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我过年
也不回家了，这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三个
春节。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大家一起包
饺子，热热闹闹的。还可以一起扭秧歌、下
象棋，比在家里好多了。”63岁的马富贵老
人高兴地插话道：“去年刚来时，因为人生
地不熟，天天都想回家，如今喊我回家我都
不回去了。”

“市里的领导多次到敬老院来看望这
里的老人，还给敬老院送来了现金、米、
面、油等年货。敬老院的全体人员将在腊
月三十晚上一同吃年夜饭，集中收看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颐寿园工作人员
说。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思桦 文/图）小
挂件、中国结、福字……每到过年，这些小装饰品
是很多市民必不可少的年货。可是每年都买这
些，怎么买出新意？其实，年货年年有，每年都有
新。您见过不用胶水贴的福字吗？昨日，记者在
新郑洧水路为您打探到了一些新信息。

老虎装饰您来选
年货市场上的生肖玩具和贴画，看上去都

是一种性格，比如羊的善良、牛的忠厚。2010
年农历虎年，小商品市场上以虎为内容的玩具
和贴画，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卖年货的商
家告诉记者，他所卖的有关虎的贴画中，一种
是憨态可掬、可爱无比的卡通虎，这种虎虎头
虎脑，购买者多为年轻人和小孩。另一种是国
画中经常出现的猛虎，非常威武，这种虎比较
吸引中老年人。

虎玩具也同样有两种，在一家小商品店铺内，
有种毛绒虎很逼真；还有一种是身体肥大、四肢短
小的卡通虎。“ 小孩子最好玩这种卡通虎。”卖家
向记者推荐。

今年流行“走马灯”
今年的灯笼市场上，“走马灯”开始走俏，销量

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灯笼。
“走马灯”不仅有照明功能，在灯泡的外围还

有一圈胶状物，上面画有财神、福娃、福字等各种
吉祥的图案。接通电源后，它们会转起来。一只
篮球大小的普通灯笼卖 20 元左右，同样大小的

“走马灯”则能卖到四五十元。老板说，“走马灯”
销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灯笼。

贴“福”字不用胶水
以往贴福字，门上的胶水很难擦干净，甚至来

年再贴时仍然有痕迹。今年，市场有了一种新型
的福字贴画，这种贴画可以不用胶水，直接贴到玻
璃或者墙壁上。这种贴画采用静电的原理，无需
胶水，只要轻轻地放在玻璃或者墙面上，用手抚平
即可。相比普通福字，价格贵了，但是非常时尚和
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