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爱冲锋在前的“杨哥”
是衢州巡特警的明星

你们闭上眼，对杨建军的第一个回忆是

什么？

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得到的却是一个出

乎意料的答案：笑声。

平时，同事们都亲昵地叫他为“杨哥”，年

纪轻的新警则称呼他为“杨叔”。他是巡特警

大队的资深警官，也是团队的开心果。

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有什么困难大家

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陈记者，我们能不能把对他的回忆写得

不那么悲伤？杨哥，他真的是个快乐的人⋯⋯”

努力地想用平常的语气来陈述他的故

事，但说着说着，战友的嗓音又哽咽了——

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他作为入党积极分子

的简历，走廊上的先进栏上还有他当选优秀

公务员的肖像，从楼梯间到宿舍区，随处可见

他持枪的英姿⋯⋯

衢州公安局柯城分局巡特警大队的驻

地，杨建军的战友们接受不了这突然的离去。

杨建军是因为爱当警察才来当警察的，

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事情。

杨建军可以说是衢州巡特警的明星人

物，多次获得全市技术比武第一名，个人档案

里的2次三等功、8次嘉奖等荣誉记录足以证

明。

同事们、战友们说起他的故事来总觉得

数不胜数。

他们记得，有人在 6 楼要点燃煤气罐的

时候，杨建军撬开了阁楼上的防盗窗，冒着刺

鼻的煤气味，一下子将手持打火机的嫌疑人

制服在地，关闭、搬离煤气罐，一气呵成。

他们记得，有人站在医院门诊楼的空调

室外机上要自杀，家属、医生及民警劝阻两个

多小时无效的时候，又是杨建军孤身潜入现

场，突然一跃而起，将她拉入室内。

他们记得，一名“精神病人”在长途汽车

站附近手持铁棍，对过往车辆疯狂砍。路上

行人纷纷躲闪，只有杨建军指挥队员两路包

抄，将闹事者与群众隔开，自己第一个携带盾

牌迎着“武疯子”的铁棍冲了上去⋯⋯

他从不掩饰自己警服警枪的喜爱，还酷

爱收集各国军警部队的标识、警徽等单警装

备。在许多部警方宣传片里，他都会穿着特

警服、拿着警枪，摆出很帅的姿势，露一小

脸。在网上，你搜索《最美微笑》、禁毒公益微

电影《兄弟》、柯城警方原创微电影《亲爱的小

孩》等，都能重新认识他。

据说，杨建军还计划下一步微电影开拍

的时候要做执行导演，但可惜的是，我们不知

道天堂还有没有摄像机？

“我把你们带出来
就要负责把你们安全带回去”

杨建军爱枪成痴，平时就爱拆枪、装枪、

练枪。他枪法好，是大家都佩服的射击教官。

这还不够，他的宿舍里总还有各种枪模、

航模等武器模型。买来模型，装好了，他还专

门设计制作了一个木头架子进行陈列。但

是，有人喜欢呢，他一点都不吝惜，就说“拿

去，送给你。”杨建军喜欢的是拼装的过程，那

是一个又动手又动脑的锻炼。

巡特警大队的运兵车也是他参与设计改

装的，他的搭档孙文正带我去看那辆警车，一

扇扇拉开门，告诉我：头盔放这里、警棍放那

里、盾牌有几种，分别要怎么放⋯⋯这些都是

杨建军琢磨过的，他设计出来的。

大家按照紧急情况演练的时候，果然是

拿起来最快、用起来最顺手。

熟悉杨建军同志的同事都说，他对警察

这份职业的热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他不但

时时刻刻都泡在工作上，即使是业余时间也

都在研究技战法，学习特警知识和技能，摸索

了解先进的特警装备。就在他因公殉职的前

几天，还和同事们一起在研究商讨，如何把警

用无人机更好地应用到实战中去。

杨建军作为优秀巡特警教官还写过书，

比如教材《巡逻盘问五十问》。仅仅一个巡逻

盘问，他能分类描写五十个盘查情形，并且设

定语言、动作等操作规范和程序。

平时他对自己的队员们更是照顾有加。

每次出警，杨建军总喜欢说一句话：“我把你

们带出来，就要负责把你们安全带回去。”

“你作为一名警察，怎么像我一样喜欢教

书育人？”偶然一次教师节，杨妈妈发现自己

的儿子居然成了“教官”杨老师，还是优秀的

那种。

杨建军开着玩笑回答：“您是市优秀教

师、三八红旗手，我得向您学习、努力赶上您

才行啊！”

“如果哪天我不行了
你们就把我捐了吧”

出事后，妻子杨晓燕三四天没合眼了。

她坚强地撑着处理种种事务，却会在回家前

小声念叨：“我怕回家，不敢回家⋯⋯”

她说，一回家，看到客厅里杨建军组装的

枪模，她就想哭；卧室更是成了不敢进的地

方，床头那张大大的结婚照上，那个爱警服爱

到结婚都不肯穿西装、要穿警服跟她拍婚纱

照的男人，正在深情地望着她⋯⋯

“每天中午他都要打电话给我，问我吃了

没有，吃了什么。”杨建军的妻子也姓杨，夫妻

俩结婚多年，感情极好。

杨晓燕说，他们俩都是大大咧咧的人。

结婚没多久，杨建军有一个习惯，每天中午掐

着点儿给她打电话，“平时我总是嫌他烦，忙

起来就怪他‘问这么多干嘛呀’⋯⋯现在好几

天没有人来问我吃了没有，吃了什么，我都不

适应了。”

杨建军去世几天，一直很坚强的杨晓燕

这样说起了对丈夫的思念，然后沉默了一会

儿，没哭。

杨建军去世的消息，杨晓燕犹豫了一阵，

还是选择直言相告二老。公公婆婆虽然异常

悲痛，但杨妈妈还是亲手签署了儿子的遗体

捐献书。因为杨建军曾经多次很认真地告诉

他们，“做人就是要善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不仅是对亲属，对同

事们，他都说过“哪天我不行了，你们就把我

捐了吧”。

“我儿子倒在工作岗位上，现在要以另一

种方式活下去。”1月26日上午10时许，杨建

军 76 岁的老母亲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她的悲痛，尽数写在后面

的两句话上：

“儿子，妈妈为你签字。”

“儿呀，妈签字。”

这是一个活得有精神世界的男人。这个

男人，跟许多人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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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旬的寒流席卷大地，47 岁的衢州巡特警杨建军突

发脑溢血，深夜11时30分倒在工作岗位上。

1 月 26 日 17 时 22 分，杨建军被宣布临床脑死亡。遵照

他的生前愿望，家人为他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手续。他的眼

角膜、肝脏、肾脏都无偿捐献给了他人，延续着世间的生命。

他走了，突然得连诀别都来不及说；他走了，仓促得只来

得及在每个人心里留下怀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警？

我们不想用泪水涂抹这个男人的故事，只想从家人和同

事的口中，白描出他的样子——

47岁的巡特警杨建军
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
遵照生前愿望，家人为他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手续

本报记者 陈蕾 通讯员 陈谊

杨建军，男，汉族，1971 年 1 月 17 日

生，籍贯陕西韩城，大学文化，浙江工业

大学（原工学院）机械与制造专业毕业，

二级警督。他 1992 年 2 月参加工作，

1994 年 11 月从警，先后在衢州市公安局

柯城分局反扒中队、刑侦大队、城东派出

所工作，生前为柯城分局巡特警大队三

中队副中队长。

杨建军简历：

杨建军持枪的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