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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最后一份值班日志，写在严亮牺牲前两天。

他像往常一样，仔细巡查高墙内每一号房

间、每一个过道、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安

全细节。百余名在押人员巡诊情况，数十人次重

点人员谈心谈话要点……透过他的笔尖，成为历

史记忆。

最后一次帮助战友，是严亮倒下前100分钟。

11月 20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辅警凌涛左手臂

突发红色斑纹、骚痒难耐，严亮得知后立即打电

话联系医生，通过微信远程确诊这是带状疱疹。

战友得到及时治疗，严亮中午却病倒在岗。

11月 20日下午 4时，株洲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二级警长、警务保障大队大队长严亮的生命就此

定格，年仅 45岁。

青山垂泪，湘江呜咽。严亮牺牲的消息犹如

晴天霹雳，震撼高墙内外人员的心弦。

高墙内，严亮留下来的 20余本工作笔记，每

一本都写得满满的，在文件柜中排成长队。在战

友心目中，那个工作中严谨敬业的“严队”、生活

中无话不谈的“亮哥”就在身边，像冬日暖阳一样

照亮监区、温暖心田。

高墙外，回归社会的帮扶对象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严队对我的好，我一辈子也忘不

了！”醴陵市左权镇刑满释放人员苏某和母亲泣

不成声，这么年轻、这么好的亮哥就这样走了。正

是严亮这名同龄人的悉心帮教，让苏某浪子回

头，昔日的“瘾君子”已成为社区“禁毒达人”。

通过苏某母子等人的深情追记，通过警营战

友的口耳相传，我们探寻严亮的赤子忠魂轨迹

——从警 22年来，严亮因工作成绩突出，曾荣立

个人三等功 2次、嘉奖 2次，荣获全市政法工作先

进个人、全市十佳禁毒民警等荣誉称号，并连续

5 年获评“优秀公务员”。因公牺牲后，他被省公

安厅追记个人二等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的背后，监区安全

隐患逐年下降，实现了“安全管理零事故、民辅警

队伍零违纪”的“双零”目标，多次获得全市公安

机关绩效评估先进单位、全省政法系统文明窗口

单位、全市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市政法工作先

进集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单位、全市

队伍建设成绩突出单位等系列荣誉。通过他和同

事的共同努力，监管支队荣获全省监管部门疫情

防控期间表现突出集体。

“他是一道光，指引迷途羔羊回家路！”

滴 水 穿 石 ，监 管 帮 教 从 来 不 是 毕 其 功 于

一役。

从管教到帮扶，从高墙内到高墙外，从自暴

自弃到改过自新，从回归家庭到回报社会，严亮

用自己的真情实意换来监管对象的回心转意，指

引着这群迷途羔羊找到回家的路。

文头所提的苏某曾是监区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反复吸毒的他已经几进宫。去年 6月，他又因

涉嫌贩毒再入监区。

自认为人生无望，苏某多次与在押人员、管

教人员发生冲突，屡屡对抗管教工作。关键时刻，

严亮挺身而出，主动担任苏某的管教民警。

原来，苏某因年少丧父缺少家庭亲情关爱，

导致性格孤僻，加之又染上了毒瘾，遂开启破罐

子破摔模式。

掌握苏某的“病根”后，严亮对症下药，一方

面增加对苏某的谈话次数，稳住他的情绪，另一

方面悄悄联系苏某母亲，尽全力通过亲情来帮助

苏某改造和转变。

得知苏母体弱多病、经济困难，严亮硬塞给

苏母 400元现金做来往车费。当看到母亲来探监

时，苏某一贯冷漠孤僻的脸上闪过了一些异样的

神情。在随后的日子里，严亮还经常开车去醴陵

看望苏母，送上米油等生活物资，鼓动她一起做

苏某的感化教育工作。

“严队就像一道光，穿透我心头的阴影，让我

觉得自己还有救！”苏某就这样脱胎换骨。今年 7

月，苏某刑满释放后戒除毒瘾、治好疾病，开启了

全新的生活。每次来株洲，苏某母子都捎带白菜、

豆角、丝瓜等一些自家种植的蔬菜送给严亮，却

屡屡被婉言拒绝。有一次推脱不过，严亮就通过

手机将菜钱转过去，才终止了这场拉锯战。

浪子回头金不换，苏某还积极参加各类公益

活动，投身社区禁毒志愿活动，以“过来人”的心

路历程向周边群众讲述吸毒的危害，增强戒毒康

复人员重新出发的信心。

在苏某的劝导下，一名吸食麻古的青年成功

戒毒，并像他一样成为“禁毒达人”。苏某还将积

攒下来的物品和 300元现金，托管教民警送给在

押人员左某，帮助其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

“他给予的物资帮助，我还得清，精神上的关

怀，我一辈子记在心里！”得知严亮牺牲，苏某母

子以泪洗面。苏某决定不忘严亮叮嘱，继续为禁

毒事业摇旗呐喊，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他就像对待家人一样，设身处地关心监管

对象。”监管支队民警陈勇说，这样的故事多不胜

数。在监管对象回归社会后，严亮逢年过节还会

发短信联系，通过嘘寒问暖关心其后续情况。

从事监管工作8年来，严亮凭借着耐心、细心、

责任心做好管教工作，经常自掏腰包，对百余名监

管对象进行精准帮扶，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播下了

一颗颗希望的种子，让他们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他是一口针，织密监区安全防护网！”

100－1=0，这条监管定律告诉我们，百密不

能一疏，织牢安全防护网需要一针一针下功夫。

严亮监区的监管对象，进来的原因或许各

异，却有一个共同点——身患各类疾病，包括传

染疾病和其他严重疾病患者。

他们是违法犯罪人员，也是一群特殊的病

人。在常人眼中，他们是洪水猛兽，就连他们的家

人也在一次次失望后离去。自暴自弃，寻机闹事，

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他们的普遍心态。

在这里，藏蓝色制服与白大褂混搭是标配。

在这里，紧急救治是常态。近 3年来，严亮直接开

展的紧急处置就医就有 30 余次，一般性处置就

医 90余次。

2020年 9月 16日晚上 9时，监管对象刘某因

毒瘾发作，严亮通过可视对讲系统进行安抚，但

刘某情绪愈发激动。

情况危急，严亮立即带领值班民警、医生采

取紧急处置措施，及时对其进行了治疗。

虽然有些后怕，他却从不后悔：“穿上这身警

服，就是做这个事的，风险再大也要坚持到底！”

严亮说，要给被监管对象治病，更要治心，从源头

上减少违法犯罪的复发概率。

潘某多次因盗窃摩托车被判刑，且身患艾滋

病，对公安机关有很强的仇恨心理。2019 年 12

月，潘某因盗窃又一次被收监，情绪一直不稳定，

不服从管教。

潘某入监的头一天凌晨就对抗医务人员治

疗。严亮得知后迅速赶到，通过耐心细致的感化

教育，潘某思想上有所松动，放弃对抗完成了第

一次配合治疗。自此开始，严亮就把潘某定为重

点对象，每天与潘某谈话，掌握其心理状况，并详

细记录后开展分析，探索适合潘某思想转变的工

作方法。

“他没有歧视我，而是以同龄人的身份，一次

又一次与我谈心！”潘某记得，前两次对话，他故

意冷言冷语，严亮却不以为意。

两次谈话不行，就三次。严亮从潘某坎坷的

成长经历入手，深入剖析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心路

历程，通过说法律、讲政策、谈道理、聊人生，一步

步引导潘某正视现实、勇敢面对人生。

人心都是肉长的，潘某感受到一丝尊重、一

点善意、一股温暖和一阵共鸣，有什么想法都第

一时间和严亮交流。在严亮频繁的关心感化下，

潘某终于解开了心结，积极配合治疗和管教。

后来，潘某改过自新，回归社会不再为害一

方、遭人唾弃，而是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而严亮也总结出一套符合特殊监管对象的

“四信”（信仰、信念、信心、信条）管教新模式。不

管什么对象，亮哥总有办法。在同事看来，严亮精

益求精、责任心强，既有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

又有化解心结的绣花针韧劲。

“5+2”成工作常态。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

后，严亮每次都是第一时间请缨出战，第一时间

赶赴监区将防疫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走到哪里

就亮到哪里，每天至少走 2万步，3年来排查安全

隐患 100余处。

“从射击运动员到人民警察，他从‘第一粒扣

子’就扣得很正，听党话、感党恩，有情怀、守规

矩，当先锋，做表率。”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党委书

记、支队长王国胜表示，严亮是监管系统的钢铁

战士、学习楷模，为法治监区、法治社会建设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他是一盏灯，照亮身边每一位同行者！”

有什么困难，找亮哥说说，是战友的一个习

惯。亮哥爱聊天爱帮忙，是大家的共识。

22 年如一日，严亮每天早早地来到单位上

班。闲暇时，喜欢找人聊天：向医护人员请教一下

医疗知识，和年长民警探讨一下监管对象情况、

工作方式方法，跟辅警聊聊吸毒人员和一般犯罪

人员的心里区别，与食堂工作人员说说哪个菜他

喜欢吃，偶尔还露一手厨艺。就这样，聊聊天，唠

唠家常，大家亲如一家人。

11月 17 日上午，辅警谭晓兰在聊天时，说起

自己与丈夫因工作原因不能去学校接女儿放学。

严亮立即表示：“我找朋友去接你女儿，你告诉我

地址就好了！”这一接就是一个星期。

同事家里的大事小情，他关怀备至，却从不

跟别人说自家的困难，更不愿给组织添一点儿麻

烦。无论什么时候和他打招呼，你看到的都是灿

烂的笑容。

历经巡特警支队、禁毒支队、桂花派出所、监

管支队等多个岗位，严亮一路激情一路歌，就像

一盏灯，照亮身边每一名同行者。

“感谢你昔日对我的严格，今后天堂因你而

增添光亮！”荷塘公安分局民警李星舟曾与严亮

多次共事。2002年，在市公安局巡逻防暴警察支

队时，严亮担任一号狙击手，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狙击手就得桩子稳！”2016年，两人在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重逢，严亮拍着李星舟的肩膀说：“不

错，当大队长了！”。这一次，李星舟因工作原因不

能参加严亮的遗体告别仪式，只能将悼念文字写

好后撕碎送给他。

严亮也是一名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同样肩

负着家庭的责任。在单位执勤期间，他经常给家

人打视频电话，关心儿子的学习，问候妻子的生

活，牵挂父母的健康。

每次执勤回家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家人

团聚，指导儿子学习，帮助妻子分担家务。就在牺

牲的前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给父母打了视频电

话，嘱咐父母注意身体。

“等这次疫情过后，爸爸就教会你骑自行

车！”11月 2 日上午，严亮踏出家门时，对 14 岁儿

子阳阳（化名）愧疚地表示。到了 11 月 20 日下

午，妻子、儿子拨打的数十个电话却成了永远的

未接来电。

“从小有个飞天梦，现在想当一名警察继承

爸爸的遗志，重启爸爸的警号，继续为人民群众

服务。”在阳阳的心目中，爸爸英勇、严格、自律、

敬业，是一个有威望、充满自信的英雄铁汉。

“上个月，特意买了一套休闲款亲子装，却永

远没机会照全家福了！”身为八中教师的妻子表

示，严亮生前曾多次承诺，退休后与妻儿游览祖

国的大好河山，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现在却只能

梦里实现。

每次严亮出家门时，严亮的父母总要站在门

口看着儿子驾车渐渐消失在远处。如今，那辆私

家车仍停在院子里，就像严亮又回来了。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在家人、战友心中，

严亮就像一道永恒的亮光，激励大家朝着培

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的奋斗目标坚毅

前行。

留取亮光在人间
——追记株洲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二级警长严亮

严 亮 在 查 看 工

作笔记。

市公安局 供图

严亮在监区工作中。市公安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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