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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镌刻在最后一岗
信阳民警严一鑫加完班于返家途中突发疾病去世

2017

年
9

月
12

日
23

时，

信阳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民
警严一鑫在单位加班过程中感
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到加班
结束，在从单位返家时突发疾
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后去世，生
命永远定格在

41

岁。

秋风习习，芳草凄凄。

9

月
15

日早晨，信阳市公安局为严
一鑫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
式，上千名社会群众自发为严
一鑫送行。

严一鑫，曾多次荣立三等
功，被评为信阳市优秀人民警
察，优秀共产党员，他把人生中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最
挚爱的公安事业，把生命的最
后时刻留给了自己最引以为自
豪的警察职业。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
行。 ”严一鑫生前曾对自己的
战友说

严一鑫无论走到哪个工
作岗位，都爱岗敬业，踏实肯
干，以至于每次离开原有工作
岗位时，领导和同志们都不舍
让他走。

“他忠实、肯学，对工作有
很高热情，能很好地胜任本职
工作，他走到哪个工作岗位，都
会发光发热，我真舍不得放他
走，但考虑到组织锻炼他、培养
他，我同意组织的安排。 ” 在
严一鑫从指挥中心调到警务督
察支队时，时任指挥中心主任
的张敦成依依不舍地赞叹。

严一鑫调入督察支队后，

他深知身为“管警察的警察”，

如果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就无
法很好地履行督察职责。 他不
断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

习，虚心向老同志请教，提高
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在短短
的几个月时间里完全进入了
督察的“角色”， 使自己成为
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的督
察民警。

“作为一名督察民警，就
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
题，勤于思考问题，如果发现
不了问题， 对问题视而不见，

是对公安工作、对民警不负责
任的表现。 ”在督察支队开展
每周一次“我是督察支队长”

的主题活动中，他谈了自己对
督察工作的理解。 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从事督察工作
11

年，参
加现场督察、暗访督察、个案督
察、 网上督察等活动

1100

余
次，累计发现问题

14000

余个，

他在工作中养成了发现问题的
习惯。

2013

年， 严一鑫负责推
进全市网上督察系统建设。

接到任务后， 他加班加点学
习研究各项建设技术要求、

参数、标准，并专程赶赴郑州
向专家讨教。

“他那段时间好像着了魔
一样， 回到家里就拿本书在那
里研究，上网查资料，连家里人
跟他说话他都忘了答话。”妻子
哽咽地回忆道。

正是在严一鑫的不懈努
力下，信阳市公安局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拿出建设方案和意
见，并制定详细的宣传、培训
计划和可操作性工作意见，使
得网上督察工作迅速打开局
面，发挥了网上督察系统“千
里眼”的作用，极大提高了督
察工作效率。

“交给他的工作，他都会想

方设法地完成好，任务交给他，

大家都放心。”曾经工作过的单
位领导这样评价他

“像一头勤勉的老黄牛，无
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或许
找不到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在
他从事的公安事业中的每一
点、每一滴，都浸润着他的忠
诚与奉献。 ”严一鑫的战友们
这样说。

2011

年， 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
行动”。严一鑫被抽到市公安局
“清网行动”办公室负责内勤工
作，核对数据、填写报表、撰写
通报、整理报告，各项工作琐碎
而繁杂。 为确保全市“清网行
动”扎实开展，他一心扑在“清
网行动”工作上，对全市逃犯底
数进行逐一认真审核。

其间， 他按时上报各类工
作台账， 并整理上报省厅清网
行动逃犯审批表

1562

份、删除
逃犯审批表

129

份、 修改逃犯
审批表

313

份。 只要是经过他
审核上报的审批表， 没有一份
出现差错。 特别是在最后冲刺
阶段，他和同事们以队为家，连
续在单位工作

7

天没有回过
家，撰写“清网行动”推进讲评
会议材料

3

份，起草贺电
7

份，

督察建议书
81

份，督察通知书
22

份，整理上报省厅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11

篇。他这
样默默无闻地工作， 也感动着
身边的战友。 在全局战友的共
同努力下， 集中行动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 严一鑫也被评为全
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察
“清网行动”先进个人。

自
2014

年起，严一鑫积极
参加全国“两会”、上合组织会
议、“

9

·

3

” 大阅兵、

G20

峰会安

保专项督察、 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论坛、 金砖会晤等重大活动
安保网上督察行动， 坚持每日
开展网上巡查， 及时发现和查
纠执法不规范、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脱岗漏岗等问题，确保各
项重大警务部署落实到位。 发
现各类问题

1400

余个，编发网
上督察通报

300

余篇， 制作
PPT

汇报材料
50

余份。对督察
发现的每一个问题， 他都坚持
跟踪直至整改到位， 一些县局
督察大队民警一看到他打来的
电话就“犯怵”，因为绝大多数
电话都是督促整改问题的，任
何一个问题不整改到位， 他都
不厌其烦紧盯不放。

严一鑫同志以忘我的工作
态度，以率真、朴实、本色的作
风，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任劳任
怨，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彰显
其认真履职、 担当尽责的人格
魅力。

“严警官，你醒醒，我还没
有当面感谢你的帮助，你就这
么走了。 ”前来参加告别仪式
的商城县鄢岗乡村民流着眼
泪说

严一鑫深怀爱民之心，他
把自己对人民群众质朴的感情
融入日常为民解忧、 化解民怨
的实际行动中。

2014

年
7

月，商城县鄢岗
乡村民将一面“客观公正一心
为民” 的锦旗送到警务督察支
队， 感谢严一鑫帮助解决了一
起

3

年都未解决到位的纠纷案
件。但那一天，严一鑫刚好出差
不在单位， 村民等了很久也没
见到严一鑫一面。 想对严一鑫
说句感谢的话， 直到参加严一
鑫遗体告别仪式时， 他才终于
说出口。 可他心目中的英雄己
经永远地离开了。

严一鑫从事警务督察工作
11

年的时间里，接到群众投诉
300

余起。对每一起举报投诉，

他都认认真真地去核查、解决，

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群众
的投诉在他那里都能得到圆满
解决， 每次群众都打电话向他
表达谢意。

“群众投诉， 要么是有委
屈，要么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来
向督察民警反映是对督察的信
任，必须解决好，只有群众满意
我们才能安心。”严一鑫在自己
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在日常的工作中， 他认真
接待每起群众投诉， 认真予以
解决， 用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
的承诺。

“每次陪同严一鑫去县里
检查，他都照顾我们，不让我们
开车， 让我们养足精神好开展
工作， 对我们的关心无微不
至。”网上督察维修工作人员小
范满含热泪回忆道

2017

年
8

月
22

日， 按上
级要求， 重大活动网上督察要
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网上巡查。

网上督察人员少， 本来排班都
非常困难， 结果还有一位同志
因身体原因不能值夜班， 他便
主动承担了该同志的夜晚值班
工作。像这样替同志们值班，战
友们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加班时，累了，就抽根烟解
解乏；困了，就和衣躺在沙发上
睡一觉。“办公室的沙发扶手皮
面都被严哥枕破了……” 与严
一鑫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多年
的小李说。

经过多个日夜的连续奋
战， 网上督察工作任务圆满完
成。督察任务结束后，领导找到
严一鑫让他休息一天，但他说：

“十九大安保即将来临，全市网
上督察的前端视频接口覆盖率
只有

98.72%

， 并且还存在盲
区，有盲区就可能有隐患，我得
联系维修公司接入端口， 实现
覆盖率达到

100%

， 把隐患解
决掉， 好全力迎战十九大安保
督察，就不休了。 ”

“严一鑫，你醒醒，我的班
我自己值”“后悔不该听他的，

应该坚持让他休息一下”……

失去好同志、 好战友， 单位同
事、领导都非常后悔、痛心。

“爸爸，爸爸，你醒醒，你怎
么在这里睡觉啊，快抱抱宝宝，

好吗？”一对刚满三岁尚不谙世
事的双胞胎儿女， 眼睁睁地看
着爸爸就这样长眠了

严一鑫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夫妻两人十几年如一日，

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始终相敬
如宾，家庭其乐融融。

妻子高阳在外地工作，无
法过多照顾家庭， 严一鑫既承
担单位繁重的工作任务， 又要
照顾两个年仅

3

岁的双胞胎儿
女，但他从来都没有喊一声累、

叫一声苦。他孝顺父母，时时处
处都体现自己的孝心。

他曾深有体会地对自己的
战友同事说：“父母是孩子的最
好老师，要以身作则，要以自己
的言谈举止影响孩子。 在生活
上不要溺爱， 要养成勤俭和独
立的品格。教他们做人要坦诚，

做事要严谨，要树立远大理想，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

两个
3

岁的孩子， 在他
的教育下都很乖巧伶俐。 他
时常对同事说，最对不起的
是父母， 年纪都这么大了，

还要让父母为照顾他的孩
子操心，他没有尽到做儿子
的责任。

是啊，父母都老了，孩子还
这么小， 严一鑫你怎么忍心离
开他们啊……

严一鑫走了，永远地离开
了他挚爱的警察事业和朝夕
相处的亲人和战友， 离开了
牵挂他的社会群众。 他留给
战友和亲人的总是那样坚
定、那样憨厚的笑容。 他用忠
诚、 无畏和奉献实践了他从
警的誓言。

李建新邬铁成

群众自发为严一鑫送行▲

严一鑫生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