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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多想当面告诉他”

叶永亮性格活泼，很能活跃气氛，

大伙平时喊他“唐校长”，因为“唐”在瑞

安方言里有搞笑的意思。“大家都特别

喜欢和他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有他的

地方就有笑声，更因为他的业务非常拔

尖，令人心服口服。”一中队中队长温从

顺说。

一中队突击队队员吴继阳是一名

退伍军人，2017年，吴继阳刚加入特巡

警大队时，对叶永亮还有点不服气，觉

得自己不输他，还主动向叶永亮挑战跑

步。“那一次，我足足追了他4000米，就

是追不上他。”吴继阳说，“从那以后，我

彻底服了。他就是我亮哥！”

后来，吴继阳发现，叶永亮是个全

能的“六边形战士”，射击、体能、短跑、

力量⋯⋯无一短板。但令吴继阳最佩

服的，是叶永亮的自律，“他每天很规

律，早上 5 点多准时起来跑步，雷打不

动 ，晚 上 睡 前 还 总 是 在 健 身 房 加 练

⋯⋯”

叶永亮牺牲后，警队少了些欢声笑

语，但他的自律精神依旧影响着很多

人。不少队员也加入了晨跑和健身队

伍，其中包括叶永亮的“老搭档”——女

特警金琴聪。作为队里为数不多的女

特警，金琴聪的协调性和爆发力相对较

弱，“永亮曾经建议我多进行爆发力训

练，比如杠铃高翻⋯⋯”如今，她每天一

早就会准时来到训练场上，开展针对性

训练，“我多希望能当面告诉他，我已经

掌握了杠铃高翻的动作要领。”

叶永亮牺牲前一天，金琴聪曾调侃

他：“你训练这么拼命，为了什么？”当时

叶永亮的回答让她至今难忘：“训练的

目的就是强化肌肉记忆，做到每个动作

最快最精准，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除暴

安良的使命。”

“就该由我继承了”

最近，叶永亮生前所在的一中队突

击队成功处置了一起持刀警情。回忆

起处置的种种情形，吴继阳直言“都是

亮哥的功劳”。

嫌疑人躲在老小区一栋居民楼里，

吴继阳第一个破门进入，却滑倒在被泼

了油的地板上。眼看着嫌疑人抡起柴

刀砍向自己，吴继阳脑海里快速闪过叶

永亮曾经教过他的盾牌使用要领。他

迅速侧身，抬起盾牌格挡。正是凭借这

套流畅的防御动作，吴继阳救了自己，

也为处置争取了时间。随后，吴继阳和

同事们一起，成功控制住嫌疑人。

“师父生前喜欢钻研，对每一个动

作要领的理解很独到，还不藏私，总是

对我们倾囊相授。”余凯斌说，叶永亮教

的训练方法，至今大家仍在使用，队员

们私下把它叫做“永亮训练法”，“虽然

我们都还没理解透，但确实有效果。”

如今，余凯斌已接过了师父的“接

力棒”，成为突击队带队民警，也展露出

独当一面的能力。去年年底，一恶性案

件嫌疑人潜入居民楼，还劫持了一名人

质。余凯斌第一个攀爬上顶楼的窗台，

瞅准时机，顺利制服嫌疑人、解救人

质。因为那次的成功处置，余凯斌受到

温州市公安局的嘉奖。

“要是师父还在，第一个冲上去的

肯定是他。”余凯斌说。在他看来，叶永

亮那种在危急关头一往无前的勇气，

“就该由我继承了”。

“我们都在变好一点点”

民警张魏是叶永亮生前的“业务竞

争对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叶永亮

牺牲时，张魏正在外省执行任务。回到

瑞安后，张魏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好

兄弟——“永亮使用过的对讲机，现在

我在用。”每当拿起这个对讲机，张魏总

是会想起叶永亮，“这个对讲机很特别，

背面贴着粉色的卡通贴纸，那是他女儿

最喜欢的图案。”

金琴聪也做着类似的事情，她每天

都戴着叶永亮生前的警帽。

而叶永亮用过的战术头盔、战术背

心和枪械等，也在每次行动中，由同事

们轮流使用。每次戴上这些装备，大伙

都觉得，叶永亮依旧和他们在一起。

瑞安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季光

凯曾与叶永亮有过几面之缘。叶永亮

牺牲后，他无意间在机关内网上翻到了

一篇题为《平凡之路》的文章。那是

2018 年时，叶永亮在局里的一次征文

活动中写的。季光凯还没读完，眼眶就

湿润了。

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若我门每

一个人在不同的警种和岗位能够变得

好一点点，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为多

了一位好警察而变好一点点⋯⋯”

（上接1版）

留下的温暖

2022 年 11 月 2 日，桐庐分水镇东

门大道，一名女子骑车时，突然被一辆

电动自行车撞倒，肇事者骑车逃逸。陈

蔚正好在100米外处执勤，狂追400多

米将肇事者截下。这段狂奔的监控画

面，是陈蔚留下的最后工作影像。

“他就是这样的人，很正。”分水交

警中队中队长朱国昌的印象里，陈蔚做

事踏实，又能吃苦，还总想着帮同事们

分担压力，“有段时间，他被大队抽调执

行安保任务，每天那边执勤完，还主动

回单位加班。”

杨杰 2019 年参加公安工作，是陈

蔚接他来的中队，从此陈蔚成了他的

“引路人”，也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

杨杰记得，有天中午，陈蔚特别热情地

请大家吃糯米团子。“当时我们以为他

遇上了什么好事要和我们分享喜悦，

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他真做了好事。”

原来那天陈蔚执法时查扣了一辆违规

电动三轮车，得知车主家里困难，便自

掏 200 元买下了车上一整桶糯米团

子。

“他总是这样，严格执法中透着暖

意，总想着帮群众解决困难。”副中队长

宋强说，陈蔚经常做好事，不是抱着受

伤的老人去医院，就是送迷路的老人回

家，甚至休假时遇上交通事故，还主动

去调解、疏导交通⋯⋯这些事他从没主

动说起，也从没留下过任何记录，都是

对方找上门，大伙才知道。

留下的平安

今年 2 月，桐庐县东溪小学举行

“桐庐县少年安全警校”揭牌仪式，成为

全县交通安全宣教示范点。“如果陈蔚

在，一定会很欣慰。”东溪小学校长张慧

明说。

东溪小学在校 500 多名学生都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自全国 17 个省

市。陈蔚从 2018 年开始，坚持每月到

校，给孩子们上交通安全课，带他们做

相关实验，还让孩子们回去“教育”家

长，达到“小手拉大手”的效果。

看见学生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横

穿校门口的省道，陈蔚主动协调镇街多

个部门，并向上层层反映，奔走很久

⋯⋯终于，校门口设立起了红绿灯。“我

们很感谢他，孩子们也很想念他⋯⋯”

张慧明说。

交通志愿者章苏莲至今还记得陈

蔚对自己的开导。那会儿，她刚加入志

愿者队伍，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还

得不到群众理解，不禁心情沮丧。陈蔚

得知后，特地赶来劝慰她：“如果我们的

劝导，能让一个人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事故就会少发生一起，那也是在做

好事。”如今，章苏莲带领的交通劝导员

队伍已成为分水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

经 过 交 警 和 各 界 力 量 的 努 力 ，

2019 年以来，当地亡人事故呈现断崖

式下降趋势。

陈蔚的办公室位于二楼，正对楼梯

口，如今，他的工位依旧保持着他离开

前的样子——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工

作笔记和各类办公用品摆放得整整齐

齐、错落有致。杨杰每次经过时，总会

下意识地往门里看看。这时，他总感

觉，陈蔚还在。

叶永亮与女儿合影

叶永亮的警帽

2022年，叶永亮参加警务技能训练

2020年9月，叶永亮参加温州市特警系统警辅

协作实战技能比武

陈蔚录制《陈蔚说交通》

陈蔚给同学们上交通安全课

陈蔚（右）执勤中

叶永亮离开的200多个日夜，
“仿佛他从未走远”
叶永亮离开的200多个日夜，
“仿佛他从未走远”

陈蔚走后第四个月，
以他命名的节目再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