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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军牺牲时，窦轶凡年仅 9
岁。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父亲
总是不在家。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 7
岁时做阑尾炎手术，父亲是在
我准备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赶到
的医院。”当时父亲握着他的手
说：“爸爸就在你身边，别怕！”
说完这句话父亲的眼泪流了下
来，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流
泪，那时候才懂得父亲是爱他
的，只是因为工作忙不能随时
陪伴他。

窦轶凡回忆，有一年，父亲
为了侦破一起命案，半年多的
时间辗转多地，甚至装扮成打
工人员，在一家缝纫机配件厂
干了三个多月。他当时染上了
肺炎，先后两次住院，都没有看
到父亲的身影。当时，父亲为
了不暴露身份，换上了当地的
电话号码，很长一段时间，家人
根本联系不上他。

在窦轶凡的记忆中，唯一
一次跟着父亲去派出所玩，却
被父亲扔在所里整整两天。而
这两天，窦军一心扑在了辖区
发生的一起案子上，没有时间
照顾儿子。从那以后，窦轶凡
再也不想跟父亲来派出所了。

“我这人就喜欢当警察。”
这句父亲生前经常说的话，也

经 常 回 响 在 窦 轶 凡 的 脑 海
里，让他萌生了成为一名

警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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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本领，只为了有一
天，能和父亲一样，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2022年6月，窦轶凡毕业

后通过了公安联考，选择到兰
州铁路公安局银川铁路公安处
灵武车站派出所工作。

“接到入职通知那天，我
悄悄到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看了又看，我想告诉父亲，我
将穿上了警服，和他一样坚守
铁路大动脉，守护旅客和群众
的平安。”

今年春运，是窦轶凡从警
后的第一个春运。父亲在世
时，窦轶凡最怕听到春运二字，
因为一到春运，也就意味着很
难见到父亲的面了。直到自己
成为一名警察，窦轶凡才真正
体会到父亲当年的忙碌，也体
会到父亲多年的辛苦。

“佩戴上父亲的警号，就像
是我和他有一种无形的联系，
每次摸着胸前的警号，就像父
亲在看着我成长，看着我工作，
我要让天上的他为我感到欣
慰。”窦轶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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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警号123296“归队”
英模的儿子接过了父亲的班

早上6时起床，接车、巡
线、执勤……窦轶凡每天的
日子忙碌而充实。作为兰州
铁路公安局银川铁路公安处
灵武车站的一名见习民警，
他现在终于明白父亲生前为
什么一直那么忙。

10年前，窦轶凡的父亲
因突发心脏病牺牲在了工作
岗位上。10年后，窦轶凡佩
戴 上 父 亲 生 前 的 警 号
123296，成为银川铁路公
安处灵武车站派出所的一名
民警。

一枚警号，将父子血脉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让英
模精神传承赓续。

3月31日早上6时整，窦轶
凡和往常一样，起床、洗漱，穿好
警服前往灵武车站接车，引导顾
客出站、帮助乘客换乘，应对一
切突发情况……

上午8时40分左右，匆匆忙
忙吃完早餐，窦轶凡就和同事前
往永宁黄河大桥巡线。“主要查看

铁路沿线的护栏等有没有破损，
有没有人翻越护栏等情况。”窦轶
凡告诉记者，巡线的路程约有四
公里，一个来回，全程徒步需要花
费3个小时左右。

巡线结束已接近中午，窦
轶凡再次赶到灵武车站接车，
维持车站秩序。就在记者采访

时，一名旅客来到灵武车站派
出所，想找热水泡个面。窦轶
凡还未来得及歇一口气，赶紧
跑到自己办公室烧了一壶开水
给旅客。

“群众有困难找我们，我们
就有责任帮助他们。”窦轶凡
说，由于派出所靠近车站，每天

会有很多旅客前来求助。
“这都是小事，父亲生
前和同事都是这么
做的，也是给我这
么教的，我一
定 要 努 力
干好。”

窦轶凡的父亲窦军是一名
公安英模。

在 17 年从警生涯中，窦军
先后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治安案
件300多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涉案在逃人员 150 多
人，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6次荣
获嘉奖，多次被兰州铁路局、兰
州铁路公安局、银川铁路公安处
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十佳民警”等荣誉称号。

2009年2月，因工作成绩突
出，窦军从银川铁路公安处刑警支
队调任惠农车站派出所任副所长。

惠农车站派出所辖区地处
宁、蒙交界，是兰州铁路局的“北
大门”，外来人口多、周边居民结

构及社情复杂，辖区线路呈开放
状态，牛羊上道、行人上线等顽
固性治安问题屡禁不绝。

“窦军对辖区治安管理工作
进行了调整创新，提出了‘宣传
预防为主，打击治理为辅’的治
安管理思路。”现任银川铁路公
安处惠农车站派出所一级警长
黄卫东，曾和窦军在惠农派出所
一起共事 3 年多，他回忆说，窦
军带领同事们严格落实防范工
作措施，先后破获刑事案件几十
起、治安案件 300 余起，辖区治
安彻底好转。

惠农车站附近居住的王朝
玉老人家庭困难，冬天烧不起
煤，经常跑到铁路附近捡煤渣。

老人腿脚不便，列车经过时
很容易发生危险。窦军
发动所里民警捐款，
为老人买了一车煤，带
着民警把煤送到老人家
里。

从 2010 年开始，每到临近
冬天，他都会把过冬的煤拉到老
人家，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从没间断过对老人的资助。

2012 年 9 月 16 日，窦军因
连续工作十多天，突发心脏病倒
在了岗位上，年仅42岁。窦军牺
牲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听到窦军牺牲的消息，王朝
玉老人颤巍巍地来到所里，摸着

警 务 公
开栏里窦军
的 照 片 泣 不 成
声：“好人哪，好人
哪，你咋这么年轻就走
了呀……”

“我这人就喜欢当警察。”这
是窦军常常念叨的一句话。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
话，至今令我难忘。”曾经和窦军

一起工作多年的挚友、银川铁路
公安处法制监管支队政委田治
孝回忆说，1994 年窦军还是一
名铁路工人，1996 年铁路公安
面向社会招警，26 岁的窦军经
过层层考核，成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警察。此后，窦军先后在派出
所民警、乘警、刑警等多个岗位
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
满怀激情，以严谨的工作作风、
优秀的工作成绩和无私奉献的
敬业精神诠释着他对公安工作
的无限热爱。

田治孝说，“老窦用他的实
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喜欢’绝不
是停留在口头上。多年来，他矢
志不渝、坚守初心。”

“作为和窦军曾经并肩战斗
的战友，那天上午 9 时许，窦军

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我心里‘咯
噔’一下，有点反应不过来……
那种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
验到。”银川铁路公安处灵武车
站派出所所长张国之，曾是窦军
在刑警支队的同事，回忆起当时
的情景，他声音哽咽。

而认真负责，肯吃苦，是同
事韩占颖对窦轶凡的评价。“有
时候我们也会搭档，窦轶凡只要
有任务，都会很认真努力地完
成。”韩占颖告诉记者，尤其今年
春运期间，窦轶凡刚刚上班，就
自告奋勇和老民警一起加班加
点，从来都不喊苦不喊累。

2023 年 1 月 13 日，张国之
把窦军当年的警号，郑重地佩戴
在窦轶凡胸前。子承父业，这枚
已经封存了10年的警号123296

再次归队！“窦轶凡来到了我们
所，他身上有股子窦军年轻时的
拼劲和韧劲，干工作从来不叫苦
叫累，看着这个年轻人工作时的
身影，眼前不由地浮现出窦军当
年的样子。”张国之说。

警号重启，也深深地感染了
所里的青年民警。银川公安处
灵武车站派出所青年民警李兴
柏说：“警号重启的那一刻，我感
到特别神圣。公安英烈为公安
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未完成的
使命，需要我们去接续。他们身
上的精神，需要我们去传承。”

“佩戴上这枚警号，我感到
父亲又一次回到我的身边。”窦
轶凡明白，自己佩戴的不仅是一
枚普通的警号，而是继承了一种
精神、担负起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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