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1年“四川公安荣誉授予日”来临之际，我想向您介绍一位高高瘦瘦的四川警察学院荣休教师——他是一位拥有几十年深厚教学科研

经验的侦查学退休教授，也是身着“白衬衣”的二级警监；他是拥有一双“火眼金睛”一级调研员，也是举手投足间温文尔雅、尽显十足亲和力的

学生挚友。他，就是吴良培，一位平凡却又传奇的教师。

1977年9月，停止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
招生考试恢复，这让正处青春热血期的吴良
培欣喜不已。

1978年，西南政法大学正式恢复招生，
次年，吴良培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南政法
大学侦查学专业，成为了恢复高考以来全国
第一届刑侦专业“科班生”。“高考制度的恢
复，使我们那这年轻人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
的人才培养轨道，因为倍感珍惜，所以不论
是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们这批大学生都特
别努力地发光发热，现在我们在中央国家机
关、地方公安政法机关和公安院校很多都是
拔尖人才、业务骨干。”说到自己与同龄人受
益于教育改革的成果而取得的成绩，吴教授
十分自豪。

成熟稳重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
到了省公安厅属单位四川省公安干部学
校。“经过综合考评，我很荣幸地被推荐到原
四川省公安干部学校任教，也许是家风熏
陶，我养成了喜欢钻研的习惯，加之兴趣就
是最好的老师，我便欣然服从分配，开启了
我的教师生涯。”

八十年代初，公安教育事业处于起步阶
段，系统接受过公安专业教育的“科班”教师
可谓凤毛麟角。作为第一届刑侦专业的毕
业生，吴良培自觉责无旁贷，既然人手紧缺，
那他就要求去到最需要他的地方，这一去便
是用上了整段青春时光，在任职侦查学教学
科研教师的三十八载岁月里，他将毕生所学
都回报到了公安教育事业上。
传道授业解惑者以实践促教育。

教书育人也要有实战经验，尤其是公安
教育工作，不可能与公安基层实战脱节，吴
良培的“岗前培训”便是在乐山地区公安处
实习。“虽说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
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打击犯罪形势
的不断变化，公安侦查工作也在发展。虽然
我们大学时期学习过各种各样来自基层的
新知识，但是如果只图‘吃老本’，没与实践

相结合，那这个老师如何才能为学生答疑解
惑呢？”

在那个交通、通讯相对不便的年代，要
尽可能收集丰富的案例资源，就必须通过
与基层公安的深入交流来实现，参与实践
的那些年，吴良培多忙碌于到当地公安去
实地了解情况，奔波于各地参加各类专业
会议、研读各种案例集，他如同一块不断汲
取知识源泉的“海绵”，疯狂地补充着知识
能量并细心融入教学之中。“只有结合真实
案例和实践，学以致用，教学才能有实际内
容，才足够有针对性。公安专业课程的实
践性很强，不管是应届毕业生还是干部培
训的学生都向我们反馈，希望能够提升实
践能力，我们的教学也就必然需要贴近实
践，贴近需求。再者，想要真正地培养学生
的能力，那只能够从实践方面入手。课堂
教学这只是一个方面，它能够起到一个系
统理论提升的作用，但是基本的实践能力
必须要具备。只有通过模拟实践学生也无
法具备实战的能力，但是通过实践弥补理
论课堂教学的不足，学生就能得到综合全
面的发展。”谈及自己专业相关问题，吴良
培滔滔不绝。

“那时我们的教材来源一部分是公安部
统一编写的，一部分是教师自己从毕业院校
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则需要老师们重新编
纂，从基层带回的丰富案例资源为我们教材
编写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正是得益于
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吴良培和同事们在教案
教材以及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过程中，不断
总结前辈传统教学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从
案例当中学”的新方法。“这些案例的大量积
累尤为宝贵，理论结合实践才是最好的教学
方法。”吴良培笑着说。

经年积累之下，吴良培和其他老师一道
率先摸索实施仿真实践教学方法。并凭借
此获得了省政府教学成果三等奖，为其他公
安院校提供了启示。

警院人

从侦查学教研室专职教师到从事
学报编辑工作，从台前到幕后，吴良培
从未间断科教钻研。

2021年 5月 9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
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
望。吴良培深受鼓舞，他说：“党中央历
来高度重视人文社科研究及学术期刊
工作，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做好新时
代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工作指引了新的
方向。”

“坚持做科研是我的爱好，我如果
不去搞教研，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就无
法得到提高。对于教学来说，理性思维
十分重要，没有理性思维就无法把自己
的知识整理成体系，没有体系，没有逻
辑，怎么能够说服学生、使学生构建起
系统的知识能力体系。”吴良培认为，坚
持教学科研与投身《四川警察学院学
报》编辑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
教学科研，紧密联系实际，不断跟踪理
论前沿，得到创新，这才是当老师的基
本素质。”

作为《四川警察学院学报》原负责
人，聊起编辑部的工作，吴良培再一次
收不住话匣子。“学术论文区别于教
材。教材是一种科普材料，让一个没有
基础的人掌握基本的知识技能，但《学
报》的学术论文不同，它是深入发现、分
析现实问题和精细阅读、思辨前人探索

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需要
体现理论创新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学报要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
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
能，吴良培深刻认识到工作做起来非常
不容易。为此，他长期坚持广泛涉猎有
关学科知识，紧密跟踪相关社会实践和
学科发展动态，在编辑业务方面，每年
坚持参加上百学时培训。他说：“每一
期学报的编辑出版都是如履薄冰，当一
份《学报》白纸黑字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时，如果有明显错误，那怎么向组织、读
者和社会交代。”

在吴良培和同事们的潜心笃行下，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连续六届获评“全
国高校优秀社科学报”，连续四届获评

“四川省社科学术期刊‘特色期刊’”。
展望未来，他直言任重道远，并特

别谈到“希望将来能够更多地发动公安
一线专家，请他们把自己的探索经验及
时分享出来，并实现转化应用”

现在，每每听闻自己的学生取得了
优异成绩，已是桃李满天下的吴教授总
会表现得比学生还高兴，今年荣休的吴
良培说：“我只想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地
教好我的学生、做好编辑工作，为公安
政法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提供力所能
及的服务！”

服务，这是一个贯穿了吴良培整个
职业生涯的词，他服务公安教学、服务
实践工作、服务学术科研、服务国家社
会，服务一生尽心尽力。

潜心钻研者功高不自居

改革成果受益者用青春为报

（王书莉 谢晓颖 谢佳成 闫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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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20 年审核增列的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
知》（学位〔2021〕14号），学校正
式获批新增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授权点，在学科建设方面实现了
新突破。

学校2012年开始警务硕士研
究生培养，2018年获批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是全国省属公安院校中
第一所开展警务硕士研究生教育、

第一所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
校。新增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成功获批，标志着学校综合竞
争力和办学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为
学校争创全国重点公安院校注入
了强大动力。

站在新起点，川警人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坚毅的斗
志、更加优良的作风投入到学校
的建设发展新征程，为创建全国
重点公安院校、培育“四个铁一
般”时代新警，为服务四川公安

教育、四川公安工作、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
新台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汪江洋）

学校新增电子信息专业学位授权点喜讯

吴良培：
三十八年深稽博考服务一生尽心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