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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爆， 一份与死神较量的高危职
业；拆弹，也绝非只判断剪哪根线那么
简单。 面对爆炸危险他冲锋而上，面对
公共安全管理他一丝不苟、 敬业奉献。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只是银幕上一
瞬的光影；而对于濮阳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支队危爆专业技术民警姚洧中来说，
这是他最真实的人生。

作为濮阳市目前仅有的两名排爆

民警中的一员，姚洧中在打击整治枪爆
违法犯罪行动中认真履职，是濮阳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先后获评全省优秀
人民警察、濮阳市“最美退役军人”、濮
阳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濮阳市第六
届“青年卫士”等。

精湛技能作铠甲

濮阳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地理
环境复杂，治安形势严峻，近年来，濮阳
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较快，围绕中原油田
现代化建设 ， 濮阳化工产业迅速崛
起 ，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如雨后春笋在濮阳多个产

业园落地生根 ， 姚洧中作为全省爆
炸物品公共安全教育训练专家人才库

成员，结合辖区特点，紧紧抓住全省剧
毒易制爆物联网动态管控系统推广应

用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全省系统测试
专业人才的优势，紧紧围绕人、车、物、
地、事五要素，立足本职，发挥岗位职能
优势，按照省公安厅推广方案稳扎稳
打 ，在全省非试点城市中异军突起 ，
全省第一张新版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件从濮阳诞生， 堵塞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管理隐患漏洞成效位

居全省前三，为全省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可复

制模式。
2023 年 1 月，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将一面写着“为民解
忧 为企护航 濮阳速度 履职担当”的
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原
来，2022 年 11 月 19 日， 该公司 1# 锅
炉因结焦被迫停运。 寒流即将来袭，作
为濮阳市重要的集中热源点，及时对锅
炉结焦实施爆破清除， 事关群众冷暖，
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
此紧急情况下，姚洧中和同事组成专家
组，当天就到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爆破作业现场勘察评估 。 与此
同时 ， 民爆专网申报 、 民爆物品审
批 、运输证办理等环节专人专办 ，高
效流转 。 11 月 25 日 ，姚洧中和同事
全程护航锅炉清焦爆破物品安全抵

达该公司 ， 比其他地市锅炉清焦爆
破审批节省了 15 个工作日，让龙都百
姓及时、温暖地度过严冬。 “真真切切感
受到了濮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专

家组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为民解忧、
为企护航的责任担当。 ”濮阳豫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勇于担当显身手

濮阳地区是黄河冲积平原，一马平
川，没有矿山，民爆物品相对隐患较少，
但在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中， 姚洧中结合辖区发案规律特点，从
危爆物品管理要素出发， 把住源头管
控，克服涉及管控范围大、群众利益广
等客观不利因素，深入指导开展清查收
缴枪爆物品行动，他和同事共收缴销毁
烟花爆竹产品 14092 件、仿真枪 54 支、
涉案枪支 123 支、 各类子弹 6 万余发、
炮弹 8 枚、手榴弹 37 枚、黑火药 19.5 公
斤、雷管 8751 枚 ，以及导火索 186 米 、
电引火头 200 个、 剧毒化学品 （液氯）
50.04 吨。

2018 年 2 月，公安部向枪爆违法犯

罪发起凌厉攻势的冲锋号吹响后，作为
一名基层治安民警，按照公安部、省公
安厅的统一部署， 各地相继成立组织，
制订了联席会议制度，姚洧中成为了濮
阳地区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局际联席办的一名联络员，这一干就
是五年。 联席办作为专项行动的指挥中
枢，既有承上启下、协调左右、联系内外
的纽带作用，又有传递信息、辅助决策、
把关定向的参谋助手作用。 近两年来，
他起草各类文字材料 20 万余字， 编发
各类通报简报 80 余篇， 筹备组织各种
会议 20 余次，参与侦破部督、省督枪爆
案件出差行程达 3000 公里。 他在工作
中提炼的“打击非法买卖运输剧毒化学

品”技战法在全省推广应用；先后三次
在全省打击枪爆违法犯罪推进会上介

绍濮阳打击枪爆案件工作经验。 姚洧中
的辛勤付出，确保了濮阳局际联席办的
工作与上级联席办在决策上合谋、思路
上合辙、节奏上合拍，出色地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

与爆炸物相伴、与死神交锋 、时刻
让家人担忧…… “虽然危险如影随形，
但我肩负着解除危险、护民平安的神圣
职责， 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无怨无
悔。 ”姚洧中表示，从事这么一项守护平
安的工作，是他的理想，更是他为之骄
傲的事业。

本报记者 杜鹏

阳光、真诚、敬业，为人热情、工作认
真，这就是我市今年“最美退役军人”、濮
阳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朱来宾给记

者留下的印象。
“我出生在范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家里穷，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上学，家
里实在供不起，听说上军校吃饭穿衣都是
免费的， 我高中毕业就考了军校。 ”2003
年，19 岁的朱来宾怀着非常朴素、 单纯的
想法步入军校， 开始了十五年的军旅生
涯。

在军校，朱来宾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刻苦学习、锻炼，三年后以优秀
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广西公安边防管

理部队。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朱来宾考取
大学本科法律文凭，还自学通过了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并取得 A 类证书。

“只要当过兵，就没有不能吃的苦、没
有不能受的累。 ”朱来宾说。 在部队服役
时，他负责一个新筹建港口的治安维稳工
作，“当时现场黄沙遍地， 约莫有 20 多厘
米深，车开过去后面就是一道狼烟”。 就在
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朱来宾视驻地为故
乡，一坚持就是十余年，和战友们一道配
合地方政府，把一个不毛之地建成了如今
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这期间，他两次获
得“优秀警官”称号，并多次获得嘉奖。

2018 年，朱来宾告别军营，退役返乡，
被分配至濮阳市检察院，后被安排在新成
立的公益诉讼检察部工作。

“军营生活， 带给军人的绝不仅是强
健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能成就军人吃苦
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品质。 ”虽然脱掉了军装，但军人本色不变，朱来
宾到濮阳市检察院工作后，每逢上级安排任务，他都冲在前面，没有因为
个人原因耽误过工作。

2022 年年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量市民“中招”，许多单位职工
被迫请假居家休息。 朱来宾也被新冠病毒感染，浑身冒虚汗，连续几天发
烧 39 摄氏度以上，咳嗽不止。 他爱人是一名教师，整天忙于上网课，家里
两个孩子大的 10 岁、小的才 1 岁，都需要照顾。 这个时候，适逢省检察院
安排的任务需要完成，县区检察院上报的案件也需要审批。 怎么办？ 朱来
宾拿出了当年部队里“拼命三郎”的劲头，把孩子送到父母家中，连续几天
强忍着身体不适，到单位坚守岗位，及时完成了各项工作。 后来，省检察院
相关工作负责人评价说，“濮阳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上报材料没有因
为疫情耽误一天，实现了零延迟、零失误”。

公益诉讼检察是一项年轻的检察业务，肩负着保护公益的重要责任，
随着办案领域不断扩大，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新问题、新挑战。 朱来宾和同
事们胸怀“国之大者”，敢打“攻坚战”、敢啃“硬骨头”，聚焦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通过依法能动履职，回应社会关切、人民需求。

2020 年，朱来宾和同事在审查、审批台前县检察院提交的一系列销售
伪劣药品案件时发现，没有正规厂家、没有生产批号，一批批伪劣药品通
过快递网点源源不断销售出去。 2021 年 2 月，濮阳市检察院将这一线索立
行政公益诉讼案，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调查。 朱来宾和同事们通过实地
走访、梳理各县区相关案件办理情况发现，当地寄递企业的部分终端网点
未严格执行邮寄管理制度，存在未开箱验视、未登记邮寄人身份信息、未
核对购药票据等行为。

寄递渠道点多线长面广，人货分离、隐蔽性强，虽然此次暴露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伪劣药品寄递方面，但潜在问题不容忽视，为防患于未然，濮
阳市检察院向市寄递行业监管部门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依法查处涉案寄递企业，开展区域重点整治，排查全市寄递行业管理
漏洞，起到了“打击一起、警示一片”的整治效果。

三年来， 朱来宾先后参与办理了市检察院诉某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督促整治砖瓦窑厂违法占用黄河滩区破坏黄河生
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督促整治停车场违法占用耕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和督促整治非法伪劣药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获得最高检和省检察院的肯
定，3 件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1 件获评最高检优秀检察建议。

“进了军营，就一辈子是军人，是军人就要冲锋在前。 ”在工作上如此，
在公益事业上也是如此。 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朱来宾主动和社区
联系，圆满完成居住地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社区完成了悬挂疫情防
控政策宣传标语、走访调查社区居民、社区疫情值班、维护核酸检测秩序
等工作。 他还积极参加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先后十余次参加文明交通
安全执勤、责任区域卫生清扫等工作。

“退伍不退志、退役不褪色”，朱来宾用行动彰显了退役军人的社会担
当。 本报记者 王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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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口腔健康的卫士
———记我市“最美退役军人”李永彦

献身危爆终无悔 愿为初心付此生
———记我市“最美退役军人”姚洧中

曾远赴西北中苏前线，直面恶劣环
境，在海拔 5500 米的昆仑山上屯边；也
曾远赴中印前线，克服高原反应，在海
拔 5300 米的班公湖畔驻守； 还曾星夜
兼程急行军，屡立战功……

说的就是我市第四届“最美退役军
人”李永彦。

一

“我是 17 岁那年应征入伍的，在新
疆王牌部队 359 旅服役了 15 年。 那真
是人生最难忘的岁月，激情燃烧，如火
如荼……”4 月 15 日， 在市第三人民医
院牙周黏膜科，李永彦动情地说。

回忆往事，李永彦非常激动 ，仿佛
又回到了当年的绿色军营。

李永彦告诉记者， 入伍第二年，他
就考上了军校， 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医。
驻扎中苏前线期间，他在行军途中遇到
一名被眼镜蛇咬伤腿部的哈萨克族养

路工，当时毒性发作，养路工疼得大汗
淋漓，满地打滚，小腿迅速肿胀成布袋
状。 这样的危急时刻，越动越麻烦，非但
不能缓解症状，反而会加大加快蛇毒的
攻击范围和速度。 李永彦二话不说，一
边示意战友稳定养路工情绪，一边打开
随身携带的医药箱施救。

这个哈萨克族养路工，上有老下有
小，是家中的顶梁柱，也是单位技术过
硬的骨干，万一不幸遇难，难以想象他
的家庭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他的领导和
家属追随部队百里，送来锦旗、感谢信，
以及牛肉、羊肉和马奶酒。 李永彦说，作
为一名医生，特别是军医，救死扶伤原
本是天职、是神圣的使命，但从那一刻
起， 他才真正感到了所学医术的价值，
感到了肩上医药箱的分量。 有医术在，
有医药箱在，才能保证军地干部群众健
康快乐的戍边卫疆、生产生活。

当地野草丛生，蛇鼠出没 ，埋伏着
许多病源毒菌。 李永彦背起喷雾器，和
战友一起对周边环境消毒，又趁星期天
的时间，为附近百姓义诊。 百姓多属少
数民族，语言沟通困难，但这并不妨碍
军民团结，子弟兵所到之处，群众载歌
载舞，鱼水深情，亲如一家。

二

“这就好了？真不用再来了？他们说
俺得了癌症哟。 ”

“老大姐，别听他们瞎说，你也别自
己吓唬自己。 积极面对，按时吃药，过几
天就吃嘛嘛香了。 ”

一位年逾七旬的马姓患者，来自濮

阳县农村，两年前感到口腔不适，先是
舌尖，接着是牙龈，再接着是喉咙，经常
烧灼样疼痛，吞咽困难，并伴有严重的
睡眠障碍，疼得睡不成觉。 她饱受折磨，
四处求医，病情仍未好转。 有人传言她
患上了口腔癌，属不治之症，再看也白
搭，她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偶然听说
市第三人民医院有位叫李永彦的医生，
专治各种口腔疑难杂症，抱着最后一线
希望，跑来挂了李永彦的号。 经过一番
问诊检查，李永彦告诉她，她患的是灼
口综合征， 不是什么治不了的大毛病。
患者将信将疑，走几步又转过头说：“李
大夫，俺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也不是怕
死，恁也不用哄俺，俺就想听恁说一句
准话，俺这真不是癌症？ ”

李永彦笑了 ， 递给患者一张名片
说：“老大姐，你就把心放肚里吧。 要是
三天不见轻，五天不好转，你也不用大
老远再跑来了，给我打个电话，我上门
找你去。 ”

患者走后 ， 李永彦告诉记者 ，身
体不适 ，最怕有病乱求医 ，更怕遇上
庸医 。 只要不是对症下药 ，那小病也
能吃出大病来 ，贻害无穷 。 这位老大
姐之所以久治无果 ，就是因为没有找
到症结，只要找到症结，只需吃一两天
药就好了，病情也不会发展到整个口腔
疼痛。

三天以后，记者打电话联系这位患
者， 她高声大嗓地说：“李大夫真是神
了！ 以前吃的一麻袋药，都没他这几包
小药丸子管用。 还没吃完呢，俺已经吃
嘛嘛香了！ ”

三

1995 年，李永彦从部队退役，转业
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工作。

那会儿，市第三人民医院还寂寂无
名，背离交通要道不说，地理位置也足
够尴尬，夹在市人民医院和市妇幼保健
院两座大医院之间。 人们看病，或“北
上”或“南下”，隔着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门就走过去了。 医院如此，作为其中的
一个科室，口腔科更是不起眼，设施简
陋，就两间门诊房，两三个医生。 李永彦
跟院领导说，这样下去怎么行？ 咱拼综
合实力拼不过人家，拼个强项专科也好
啊！

院领导苦笑着说，那你拼吧 ，我们

支持。
院领导随口一说，孰料李永彦确当

了真。 技术过硬、底气十足是一回事，另
一回事是，李永彦退伍不褪色，多年的
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的优
良作风。 不是少人问津吗，那就去社区
义诊，去县区举办讲座，去街头巷尾办
黑板报。 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同时，也
增强了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影响

力。
老话说，病从口入。
老话还说，牙疼不是病 ，痛起来真

要命。
“没有比口腔疾病更常见、 更多发

的病了。 ”李永彦说，“人民群众有需要，
关键看医院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 ”

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的窗口擦

亮了，来咨询、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李
永彦趁热打铁，上设备，添人手，外树品
牌和形象的同时，内强纪律和素质。 随
着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和口腔医疗团

队的壮大，李永彦锐意革新，对标职能，
细分业务，形成了人有专长、科有特色
的诊疗体系，成功创建濮阳市口腔激光
重点实验室，填补了医院科研平台的空
白。 现在，口腔科有 20 多个科室、90 多
名员工，已然成为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航
母科室。 科室先后被评为濮阳市首批市
级重点学科、青年文明号、口腔医学继
续教育基地，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
事单位、口腔专科联盟单位、五一巾帼
标兵岗，国际口腔激光舒适化治疗示范
单位，他本人也先后被评为濮阳市劳动
模范、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优秀科技工
作者、学术技术带头人、高层次专家、保
健委员会干部保健专家、市公安局法医
鉴定专家。 他撰写的《规范口腔医务人
员的诊疗操作有效控制医院感染》《中
医治疗干燥综合征 18 例》等 30 篇论文
在《中华医院感染学》等权威杂志发表，
主持攻关的《上颌前牙一次法根管治疗
术后聚瓷冠修复的临床研究》 等课题，
领先国内同行业水平。

“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是在军营中
锻炼成长了起来；最幸福的事，是看到
病人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口腔疾病无
小事，我愿用毕生所学，为口腔健康事
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李永彦说。

本报记者 刘文华

李永彦在工作中。

姚洧中（右）和同事排查仿真枪。

朱来宾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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