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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我们是预备警官。
我们说，责任不分预不预备。
对于侦查1804李尔睿来说，进入川警院，加入警战不是终

点，而是起点。

热血藏蓝浴火生，未应磨染是初心

“一、二、三、四……”空气中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夹杂着汗水

味儿，李尔睿一天的训练又开始了。
大一入校时，李尔睿便有了加入学校警务技能战术协会的

念头。“刚开始每次看到训练通告我都会害怕，前期选拔是按照
个人意愿，有些坚持不下来的就退了。”但就是这股咬牙坚持的
劲儿，李尔睿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警战队伍的一员。

“在无人问津的地方训练，在万众瞩目的地方出现，”这是
李尔睿送给自己的话，加入警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扛圆木、
爬大梯步、闯“魔鬼坡”、周末拉练......所有的苦与累都咬牙扛了
过来，警战带给李尔睿的已不再是当初看见训练通告时的害
怕，而是一种想要拼搏下去的信念。“我在警战尽情挥洒男儿的
热血方刚，也明白了坚持才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警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它不是简单地穿上警服，而是内
心清醒的自我认知。”目标是梦想，不变是初心。“我想实现自己
保家卫国、匡扶正义的男儿壮志，想维护人民的利益，为社会的
公平正义注入力量，因此选择警校成为了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所有的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真正让自己走远的是那些自律、
积极与勤奋。“警察是一个做着比说着难的工作，但我也会满怀
激情地干下去。”

无可阻挡的热血加上想要不断进步的决心，铸造了一个更
加完美的李尔睿。

血依旧在滚烫地流，那颗初心未曾改变。

行走的川警院“名片”，臂之指向即是方向

旗手，国旗护卫队的“定海神针”。
陈耀杰就是现在学校国旗护卫队的这根“针”。
然而，就在一年前，陈耀杰并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在国

旗护卫队的最前方。
“和很多同学从小就有警察梦不同，我高中就觉得随便考

哪个大学都行。”陈耀杰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川警院，加入
了国旗护卫队。

然而，对很多事都抱着无所谓态度的陈耀杰却对成为国旗
护卫队的旗手有着莫名地“瘾”。“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我
就想成为那个将国旗抗在肩上的人。”绑着沙袋踢正步、拿着几
公斤重的哑铃练抛旗……陈耀杰运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让自
己向一名合格的旗手迈进。

但即使这样，体能偏弱的陈耀杰每次考核还是会被点名批
评，徘徊在被淘汰的边缘。

“有一次训练到晚上挺晚了，师兄带着我练习换腿。我一
直做不好，师兄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肩上扛的可是国旗啊，
怎么能出一点点差错？”陈耀杰说，“那时候起，我突然就觉得这
不仅是荣誉，更多的是责任了。”

一年的时间陈耀杰完成了从护卫队员到旗手的转变，而这
也是他的青春蜕变之旅。

“在川警院的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大变化。”
擎旗，撒旗，收旗，如今的陈耀杰已顺利完成了多次学校的

升旗任务，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精准。
他也不再迷茫，有了更多、更高远的目标和理想，每当回想起

高考填报志愿时的“阴差阳错”，他都会坚定地说：“我不后悔！”

相信科技强警力量，执着未知领域的探究

发表论文8篇，先后参与厅级、校级科研课题各1项。这是

黄渝临从大一到大三这3年间的成果。
“网络犯罪太多了，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攻克它。”
对于黄渝临来说，理论研究并不单是他的兴趣与事业。
今年上半年，黄渝临的脑子忽然冒出来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现在正在进入5G时代，随着未来5G应用的逐渐增多，一
定会产生新的涉网案件。”找到了大方向，他开始向一种自己从
来没接触过的研究方式进行突破。“那时感觉压力挺大的，对自
己是相当大的挑战”，黄渝临事后这样回忆，“预测性研究需要
根据与课题有关的大量材料，运用严密的逻辑方法、科学想象
力和当前情况，对课题的发展前景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
析、研究、判断，并作出预测，这是不能乱谈的。”也是从这里他
才意识到自己研究思路看似模糊实则又有些清晰。

有了明确目标后的黄渝临一头扎进了互联网，希望从那里
获得自己最需要的，他慢慢读懂了校园深夜只有蛙声虫鸣的寂
静，放弃了原有的休闲娱乐，接受了大半天连一杯水也不喝的
匆忙，享受着长久的、孤独的枯燥，向着自己的目标坚持前进，
把苦难逐个击破。

“公安工作的实战性很强，不能脱离实际，通过对实际的分
析总结才能转化为理论，老师们比我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在老
师那里学到了很多。”黄渝临说，他的微信名叫“小伙子”，在不
断学习前进的道路上，这个“小伙子”一直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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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热爱
所以奔赴山海“1+1”等于“2”。

在“110”这组神奇的数字中，也许还藏
着“爱你”的意思。

因为热爱，所以不畏前行，从穿上警服
的那天起我们就爱上了面向国旗敬礼的动
作。

因为热爱，所以不惧寒冬，对着天空哈
出的热气也许会映着少年的模样。

我们的热爱，是一身藏蓝，亦是无限责
任。

因为热爱，所以我们选择，奔赴山海。

被救者成为救人者

“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把‘爱国’挂在嘴边，但我
们都非常崇拜解放军，更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一句的理解格外深刻。”禁毒1901的区队长段晓宇
是5.12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地震发生时，她的父
亲远在成都，在信号全断时，有人说她的父亲已被
埋在了废墟之下，而她的母亲正为当地的救援工作
忙碌。不慎与母亲走散后，她整整一天没有吃饭，
在那段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是解放军将她带回家，
给了她无穷的安全感。后来，她在高三时被蜂群围
攻，直到身着橘红消防服的身影出现。“这是‘他们’
第二次救我。”段晓宇说，“从那之后，我也想加入

‘他们’，帮助像我一样的人”。
实现梦想的路并不好走，第一次高考失利，她

下定决心重来一次，然而家人的不支持使那一年过
得格外艰辛。顶住压力，憋着一股“韧劲”，段晓宇
走进了川警院的大门，成为了一名预备警官。

“毕业后我想要走进凉山，为那里的禁毒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她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帮
助他人，像救她的“他们”一样，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学校建设发展陈列厅中的留言薄她写下这
样一句话：“5.12你们救了我，现在我来了。”曾经被
救的段晓宇正在追逐“偶像们”的身影，大胆、无畏
地走下去。

传递温暖的信念

“来，奶奶、小妹妹吃一点包子吧！”这是那位穿着
蓝衣服的叔叔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曹誉曦回忆说，

“我们那时候还担心包子里面有毒呢，后来才知道，这
位在天还未亮就出现的蓝衣服叔叔，是一名警察。”

老巷子里的灯光，妈妈乘车远去的背影，一幕
幕场景常常出现在曹誉曦的记忆中。“那是2009年
的冬天，那天早上真的太冷了，露天的车站一片漆
黑，我和奶奶就坐在站牌前的椅子上。”她说，这个
时候一袋热包子被放到了我奶奶的手上。“那个叔
叔让我们吃一点包子暖暖身子，真的是好大一袋包
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她显得有点兴奋。“我感觉
到了一种温暖，一种安心，这是我一切关于警察梦
想的开始。”曹誉曦说。

“这个梦想在我心中潜伏了十年，关于梦想，我
一直没有改变过。”高考结束后，她直接选择了川警
院，“我一直知道我的目标。”曹誉曦说，穿上蓝衣的
梦想终于要在她身上实现了。

“在我看来，警察是守护、是温暖他人的职业。”
曹誉曦说，“我也想做一个可以温暖他人的人，这是
我的目标，我想透过黑暗去阳光处看一看。”

三代卫国的传承

一个人、一身行李、一个梦想、一家人的期望。

9月8日，谢晓颖在家人的目送下踏入了川警院的
校门，她独自一人走在育警大道上，身后满是家人
们的期盼与不舍。

出身军人家庭的谢晓颖，父亲与外祖父都是军
人。谢晓颖年幼时，父亲常年驻守在云南边境，家
人们便带着她前往云南与父亲团聚。谢晓颖说：

“当时边防战士发现了一名疑似持枪者，我父亲赶
到时就从他的腰间搜出了一把手枪”。从小的耳濡
目染在年幼的谢晓颖心中种下了深深的军警情结。

高中就读于泸州高中的她，经常路过川警院。
“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盯着四川警察学院的大
门看，学校大门给我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当时很
想进来看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高考结束以后，
谢晓颖向家人表达自己想报考四川警察学院的意
愿。“家人们都很支持我的选择”。

九月，谢晓颖如愿进入了川警院，成为了侦查
学的一名新生。“在师兄师姐和教官的帮助下我很
快适应了新环境、新身份，我正在向一名合格的川
警院人不断奋斗。”在采访时谢晓颖还讲到军训头
一次叠军被，她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叠好后迫不及待
地向父亲分享。“当时他看到我叠的军被后，他直接
就说我的被子叠的太丑了。”谢晓颖笑着说，然后我
就学了很久叠“豆腐块”的方法。在之后的训练中，
谢晓颖的被子受到了表扬。

“我会继承祖辈和父辈的红色基因，在我的藏
蓝道路上越走越远!”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川警院
的少年们从不缺少壮志雄心和家国情怀。他们在
这里学习、历练，他们相信公道正义、除恶务尽。他
们正青春，不负韶华梦为马；他们因为热爱，所以选
择奔赴山海。

女儿情

情知所起故一往而深

男儿志

志在四方愿山河无恙

警院人

（王语桐 艾滟棋 邓传波 蒋羽蝉 谢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