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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表情：冲劲

“就好像爸爸走了”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吴敏强的后半生，那一定是“奉

献”。

吴敏强退休前，在一家市场做行政管理工作。在人来人往

的集市里，他发现有一群孩子，跟着父母来到这座城市，却无法

融入这里的生活。大人们每天在市场里忙着生意，孩子被丢在

一边，许多孩子因为缺少家庭关爱性格孤僻，行走在社会的边

缘，有的甚至染上了毒品。每每看到市场上这些“散养“的孩

子，他都感到很心痛，因此，“要帮助这些孩子”的念头从那时就

种在了吴老的心里。

2004年退休后，吴敏强回到余杭，当上了12355青少年热

线的队长，从此，关注青少年、做志愿者、从事禁毒工作成了他

的事业。有人统计过，16年间，吴敏强的志愿服务时间已经超

过了56000余小时。

吴老逝后，浙江省禁毒总队和余杭区公安分局召开了一场

关于他的先进事迹交流座谈会。会上，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用

“亲人”形容吴老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就好像爸爸走了。”得知吴老逝世的消息，戒毒人员王强

（化名）第一时间赶来吊唁。座谈会上，这个高大的男人一直垂

着脑袋、神色暗淡，说不了几句话就眼眶泛红。

2017年，王强刚从戒毒所出来时十分迷茫，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都不想干，感觉自己什么都干不好。”而这时，吴老的

出现给了王强希望，“他真的就像一束光一样，看到他，就觉得

自己还能走下去。”那会儿，吴老经常对王强进行心理疏导，鼓

励他积极生活。“我经常崩溃，但是很多情绪都不能跟家人说，

只能和吴老说，有时候大半夜还打电话给他，但不管什么时间，

他都愿意陪着我，很耐心地和我交谈。”

再回想起那段难熬的时光，王强的脑子里全都是吴老瘦小

的身材穿着一件宽大的西装，一脸认真看着自己的样子。

帮助戒毒人员办身份证、找工作，把自己的退休金一笔笔

地打给需要帮助的人……“王强”们也因为他的出现和陪伴，一

个个走上了正轨。

“春蚕到死丝方尽”

父亲走后，吴璇岚一直舍不得整理他的房间。“最近两年，

爸爸身体状况很不好，但还是常常打电话，跟别人聊天聊到深

夜，有时候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我经常跟他生气，埋怨他

只知道跟别人聊天、谈心，不关心我，也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现

在想起来，真的好后悔。”吴璇岚哽咽地说。

2007年，吴敏强被诊断为喉癌中晚期。医生告知，动手术

也只有5年生存期。住院治疗期间，有不知情的咨询者将电话

打到了医院，吴老一概没有拒绝接听。喉管切除了一半，插着

塑料管子，不能发出声音，他就拿笔写下来，嘱咐女儿帮忙解

答。有时候着急起来，他就拿一张纸巾堵住喉咙，用拉风箱般

的嗓子对话。

当年的手术很成功。出院当天，吴老就回到了自己的热线

办公室。此后，上午接受放疗，下午和晚上进行志愿服务工作

成了吴老的日常。有人心疼他，劝他多休息休息，他都是满不

在乎地摆摆手，说自己撑得住。

这一撑，就又撑了十几年。2018年底，吴敏强第五次患

病住院，做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不能

走路了。担心自己有天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他着急地立下了

捐献眼角膜的遗嘱。2019年，吴老身体状况再次滑坡，上下

楼都成了问题，但他始终放不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于是把

家改成了会客厅、办公室，每天就在家里接听热线，接待寻求

帮助的人。

“我父亲很执拗，不管怎么劝，都不会听。就这样一直工作

到去世。”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吴璇岚发现了整箱的荣誉证

书、工作笔记，却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爸爸把钱都捐给了别

人，自己一生朴素，真的可以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形容。”摩

挲着父亲时常穿的那件泛白泛旧的西服，吴璇岚黯然道。

叶志明：

不想当演员的
马拉松选手
不是好宣传员

通讯员 李晨 胡建武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超强的耐

力。这位“马拉松运动员”已经在公安宣

传战线上“跑”了17年，他用文字记录警

队故事，传播正能量，用相机定格感人画

面，鼓舞同伴们勇往直前。他就是丽水市

莲都区公安分局政治处辅警叶志明。

哪怕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一定看

过他出演的宣传视频、微电影等。在宣传

工作中，叶志明结合他的表演兴趣，用活

灵活现的演技拍摄了一部又一部宣传片。

从情景剧 《三张照片的故事》《那些

年》，到微电影《救赎》《驻村警官》《心

铃》《毒囧之叶小明的寻宝之旅》，再到公

益广告片《别让毒品破坏了你的家庭》《不

能打架》《小黑打工记》以及公安抖音短视

频等，叶志明用特别的展现方式将公安宣

传多元化，更为“接地气”的向广大群众

宣传公安工作以及法制宣传、安全防范等。

有人说，公安宣传员都是“幕后英

雄”。深夜与缉毒民警一起缉捕带枪毒贩，

三天三夜未眠，只为用镜头记录抓捕收网

瞬间；在雨中坚持10小时与民警一起蹲点

抓捕犯罪嫌疑人，即使发热高烧，也一直

坚持到犯罪嫌疑人落网，写完稿件才赶往

医院治疗。扎根在公安宣传岗位工作 17

年，叶志明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那么

就持之以恒地把工作做好，把正义与正能

量精神推广好。”

今年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全体公

安民警、辅警靠前站，用担当和使命守护

着人民群众的平安。叶志明也是一名疫情

防控战线上的“逆行者”，他用实际行动奋

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疫情防控工作在莲都区全面开展

后，叶志明主动放弃休假，第一时间返

回岗位，做好做实疫情防控一线宣传工

作。白天在疫情防控一线挖掘公安典型

事迹，晚上回办公室写稿，并迅速向各

级媒体投稿。疫情防控期间，叶志明充

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平台发布公安疫情

防控工作中的正能量事迹，发布稿件100

余篇。

“作为公安宣传员，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是我的职责所在！”叶志明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

今年7月，叶志明在采访一起案件时，

发现在追捕嫌疑人过程中，一名外卖小哥

给予民警极大帮助，于是他继续深挖其中

的细节，推出宣传稿件《最温暖的“通缉

令”——如果认识最美的“他”，请给警方

打电话》。

此文一出，受到各级新闻媒体以及全

国网民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

视新闻公众号第一时间头条报道这位外卖

小哥的正义之举。其中，微博阅读量超过

1亿，官方抖音短时间浏览量近5000万，

点赞数近300万。

当年的小叶成为如今的老叶，乌黑的

头发也已两鬓渐白，对公安宣传工作的执

着，他从未改变。

“指尖神韵”
今年88岁的嘎玛德勒老人

是唐卡嘎玛嘎赤画派第十代传

承人，被西藏自治区授予“唐卡

艺术大师”“自治区非遗传承人”

的称号。

近年来，西藏大力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技能保障。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88岁的嘎玛德

勒在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成立

了民族手工艺培训基地，使民族

手工艺从家族作坊式的生产向

集中生产转变。精湛的手工艺

品逐渐走出了山沟，也带动群众

走上了致富路。目前，嘎玛德勒

共有学员460名，其中112名曾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人均年

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

新华社 普布扎西 摄

喉管切除了一半，“知心爷爷”仍在接电话

他走了，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是“光明”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华敏

吴璇岚对父亲的心结，在父亲追悼会的那天全都解

开了。

那天，来了许多吴璇岚不认识的人，有一些是父亲

生前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些是父亲生前救助过的

人。其中有一位白血病患者甚至跪在地上磕头，感谢吴

老在他穷途末路的时候为他捐款，鼓励他、陪伴他走过

最难的时光。

吴璇岚一下子释怀了。她终于知道，父亲没陪伴自

己的那些时间都去干了什么。“也许真正的送别没有长

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也许就是平平淡淡的一

天，甚至来不及听你说一声再见，你就永远停留在了那

一刻。我想你了。”她更新了一条朋友圈，第一次对父亲

说了想念。

今年10月24日，浙江省首届“最美禁毒人”之一，

杭州余杭区“知心爷爷”吴敏强，因病去世，享年76岁。

生前，他是余杭12355青少年热线志愿服务队队长，余

杭区专职禁毒志愿者队伍负责人，帮助了无数迷途中的

人及时知返；走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取下他的眼角

膜，留下了他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