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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就在身边就在身边

端午小长假期间，好友华到高铁站乘
车，给我发来微信。于是我热情相邀：来家
里坐坐吧，就在高铁站附近，或者有时间一
起吃个饭。华说，这次走得急，还有点事要
办，只是和我打声招呼。

没有再坚持，没有过度寒暄，也没有过
分谦让，便各自忙碌去了。

华是我最好的朋友——高中时的同桌，
住同一间宿舍，大学也在同一座城市。毕业
后，我和华分别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虽然相
距不足50公里，但工作、孩子、家庭，各有
各的忙碌，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这份
情谊却一直延续着。如此一算，自己竟也吃
了一惊：从青春年少到风华正茂，再到年过
不惑，在彼此默默的陪伴中，竟不知不觉已
走过了30多年。

上次见面，是半年前去华的城市办事。
当时，我俩一见面就抱到了一起，短短不到
半个小时时间，聊的也是些有的没的，却开
心到要飞起来。

华的父亲意外去世，得知消息后，第一时
间驱车赶到她身边。华抱着我哭，我说不出什
么安慰的话，也只能抱着她默默流泪……

“最近不知怎么了，干啥都提不起兴
致。”“发现一部好看的剧，推给你。”“我必
须得减肥了，最近和小同事吃得太多。”……

有烦心的聊两句，有开心的共分享，有
空就聊半天，没时间，不搭腔也是常有的
事。在这种零零碎碎中，我们彼此温暖着，
不热烈、不张扬，如同澄澈的溪水静静流
淌，轻松舒适，相处如家人一般。

诗人席慕蓉说：“友谊和花香一样，还是
淡一点比较好，越淡的香气越使人依恋，也
越能持久。”华，就是我生命里那缕花香，恬
淡清新却又旷日持久。

是的，虽不常见，但感觉你，就在身边。

曹 杰

日前，35名沧州医专师生，到泊头市中
心敬老院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
检查身体、表演节目。

在这之前，这群年轻人已经来过很多次
了。

事情还要从一张遗体捐赠登记表说起。
1931年出生的苏洪刚，是泊头市王武镇

建昌店村人，未婚，膝下没有子女。20多年
前，当地政府把他安置到了敬老院。

2013年，苏洪刚通过报纸了解到遗体捐
赠相关事宜，很快就填写了捐赠登记表。

得知消息后，沧州医专多次组织学校师

生到老人所在敬老院进行慰问。
今年 2月 21日，苏洪刚无疾而终。根据

老人遗愿，遗体捐给了沧州医专用于医学研
究，7050元积蓄捐赠给了医专贫困学子，帮
助他们完成学业。

沧州医专口腔系的大二学生张艳芳，就
是老人资助的两名学生之一。这是她第二次
参加这样的慰问活动。陪老人聊天，为老人
梳头，进行口腔护理，张艳芳忙得站不住
脚：“是苏爷爷让我能够继续学业，我要用学
到的知识回报社会，不辜负苏爷爷的期望。
把对苏爷爷的爱，传递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唐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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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葛建军，1968

年出生，中共党

员，我市首位维和

警察，现任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支队

长。

2005 年 7 月

16 日，他前往被

称作“反复爆炸的

火药桶”的科索沃

地区，开展为期

14个月的民事维

和任务，荣获“联

合国和平勋章”

“科索沃特别贡献

奖”“公安部优秀

维和警察”等荣誉

称号。2015 年 3

月，受省公安厅委

派，带领燕赵特警

赴疆，并圆满完成

4个月的轮值轮训

任务，荣获个人一

等功及喀什地区

稳定特别贡献奖。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洪宝 陈 笑 摄影报道

站在窗前，53岁的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支队长葛建军，不
由自主地望向训练场东侧的那
片树林。4年前，他和队员们
在那儿种下的树苗，如今已郁
郁葱葱。

那是特警支队的荣誉林。
凡获得过二等功以上奖励或国
家、省级荣誉的个人，获得过
三等功以上奖励或国家、省级
荣誉的集体，都可以将自己或
集体的名字及荣誉挂在其中一
棵树上，并成为这棵荣誉树的
领养人。

如今，入林仪式已经举办
了 3次，每棵树上都承载着沉
甸甸的荣誉。从警 34年，葛建
军获得过无数荣誉，他并不贪
图荣誉，但他坚信荣誉拥有激
励人们前进的力量。

前往科索沃

2005年 7月 16日，葛建军
被派往科索沃地区，执行为期
14个月的民事维和任务。

为这，他两度报名参加
“死亡淘汰式”的联合国民事维
和考试。对此，很多人不理解。

当时的科索沃，抢劫、凶
杀和爆炸等恶性案件层出不
穷，少数激进分子甚至把联合
国维和警察作为攻击目标。仅
葛建军抵达科索沃的前后 4个
月时间里，就有两名联合国维
和警察遇袭身亡，联合国车辆
下面还多次发现爆炸装置。

联合国特派团及中国警队
下达的死命令足以说明一切：
离开车辆即使一分钟也要彻底
检查；枪支要随身携带，21时
后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外出。
联合国特派团在通知中还说：

“形势极度恶化，可能随时会有
射向你的子弹……”

和平使者

在科索沃，葛建军先后就
职于联科警察总部特警部要犯
押解处和边检总部普里滋伦市
边检局。特警部要犯押解处主
要负责对科索沃当地被指控或
犯有杀人、抢劫、走私、贩
毒、绑架、非法持有武器军火
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有跨国犯
罪嫌疑的外国人，实施武装押
运到庭等工作任务。

执行押解任务时，一般只
有两名警官，而车上要犯则有
五六个。葛建军既要提防嫌犯
借机逃跑，还要面对嫌犯同党
或亲友的跟踪、穿插囚车，甚
至是不明身份人员的截杀、报

复，“对方的冲锋枪就架在车窗
上。”

直到 2005年年底，葛建军
都是特警部要犯押解处唯一一
个中国警察。不到半年，他带
领来自美、法、德、俄、土等
国家的警察执行各项民事维和
任务，圆满完成了 117次要犯
押解和 4次演习等任务，无任
何失误，荣获联合国和平勋
章。离任时，联合国边检总部
和科索沃警察局特意通过他赠
送给沧州市委和沧州市公安局
两块牌匾，并给予他最高等级
——“杰出”的个人工作评价。

“100-1=0”

从科索沃归来后，葛建军
获得了很多荣誉，也来到了新
的工作岗位，担任河间市公安
局政委。身边朋友开玩笑道：

“老葛‘名利双收’了，这回能
放松放松了吧！”葛建军却连连
摆手：“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
己。”

熟悉葛建军的人，大都听
他讲过这样一道算术题——

“100-1=0”。
葛建军的解释是：“人不能

活在功劳簿上，荣誉只属于过
去，不能拿来当作犯错的资
本，要更加小心谨慎。”

2012年10月26日，沧州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正式挂牌成
立，葛建军任沧州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支队长。这项任务并不
比维和轻松多少。

上任之初，葛建军几乎就
是个“光杆司令”——他不但
要想办法解决办公场地、训练
场地，更重要的是要抓紧把队
伍组建起来，并迅速形成战斗
力。

眼下负责特警支队二大队

日常工作的张超，是特警支队
第一批队员。

来这儿之前，张超已经从
警 4年，是一名老巡警，也是
队里的骨干。可即便如此，特
警队的训练量，还是大到让他
吃了一惊。

除了大量训练，张超印象
最深的就是，每次训练都能看
到葛建军的身影：“我们怎么
练，支队长就怎么练。队伍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因此提升起
来。”

“以身作则”“一视同仁”
是队员们评价葛建军时，最常
提及的两个词。

这些年，葛建军工作的地
方离家越来越近，可他回家的
次数却并没有因此增多。每到
周末，特警支队的队员们总能
在单位看到他的身影。

葛建军的坚持，让全队上
下拧成了一股绳，特警支队近
些年的成绩就是证明。支队成
立第二年，便在全省公安特警5
项大比武中荣获团体总成绩第
一名。其后几年，更连年在各
种级别的比武中获奖。其中在
2019年，他们参加全省公安机
关国庆 70周年安保决战决胜誓
师大会，作为全省唯一一个承
担多个汇报科目（防暴枪战术
射击、反暴恐处置演练）的单
位，实战演练震撼了全场，展
示了沧州特警敢打必胜的过硬
本领和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心，
赢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公安
机关的一致好评。

从交警到维和警察，再到特
警支队支队长，葛建军的角色在
变，但初心不改。他说：“身为
一名人民警察，就应当有‘冻死
迎风站，累死不叫苦，饿死不弯
腰，战死不落泪’的觉悟与担
当。”

临近端午节，又到了袁世珉最忙的时
候。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缝制一些老虎褡
裢，送给邻家的孩子们，为他们祝福。

缝制、佩戴老虎褡裢，是许多地方都有
的端午习俗，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始佩戴，端
午节过后就要扔掉，取“祛灾”之意。有些
地方也叫老虎耷拉。

68岁的袁世珉，家住黄骅市安居小区。
她小时候，每到临近端午节，长辈就会为她
缝老虎褡裢。缝缝剪剪的，只消几分钟工
夫，便将一块块碎布头缝制成小老虎、小辣
椒、小壁虎等饰物，再用长绳将这些饰物串
起来，一个老虎褡裢就做好了。耳濡目染
中，袁世珉不但学会了缝制方法，也把这一
习俗传承了下来。

制作老虎褡裢是个精细活儿，每一件
都串着十多种饰物，每个饰物都只有手指大
小。“最难的是缝小老虎。先要在纸上画好
图样，再按图样剪出布片、拼接起来，之后
还要填充棉花和艾草，缝上眼睛、鼻子和
胡子……”袁世珉制作的老虎褡裢种类繁
多，饰物有老虎、粽子、蛤蟆、葫芦、辣椒

等 10多种：“小老虎寓意孩子像小老虎一样
壮壮实实、健康成长，红辣椒寓意红红火
火，葫芦则寓意福禄。”

“过去条件不好，农闲时，我就做老虎
褡裢，等端午节前再拿到集市上卖。”袁世
珉做的老虎褡裢花样特别多，摊位前总挤满
顾客。“很多都是回头客，还有商贩来我这
儿批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袁世珉满脸
自豪。

这些年，日子越过越富足，袁世珉不再
以此补贴家用，可缝制老虎褡裢的习惯并没
中断。每到端午节，亲戚朋友都会请她做上
一件，讨个喜气。袁世珉也从不推辞，即便
视力越来越差。看见孩子们佩戴着自己制作
的一串串五彩缤纷、玲珑夺目的老虎褡裢，
袁世珉格外开心。

如今，给孩子佩戴老虎褡裢的人越来越
少，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习俗。对此，
袁世珉有些遗憾。在她看来，一针一线纯手
工缝制，长长的一串老虎褡裢蕴藏着浓浓的
民俗味儿：“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丢，传统
习俗得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箐 李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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