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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哪里？ 翻开厚厚的《肇庆市公安工作大事记》（1997

年12月编写），我如进入了时光隧道，从1949年10月解放军

入肇庆城，接收旧警察局，11月 12日肇庆区军事管制委员会

公安局正式成立开始，我的思绪随着岁月的更迭、时代的变

迁而跌宕，循着公安机关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条主线，我

寻找着女警们战斗的身影。 史料记载，1950年的肇庆中北区

派出所所长陈淑华、1951年的肇庆城中区派出所所长罗静仪

均为女警。那时，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镇压反革

命，深挖反动党团组织，打击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建立

健全各项治安管理制度，巩固新生政权成为公安机关的主要

任务。作为派出所所长，带领民警起早贪黑、走街串户，开

展户口登记、编订城镇门牌工作，开展对土匪恶霸、特务、

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的调查，摸清底数，开展禁

烟禁毒运动，协助地方开展民主建制工作等等。在那敌、社

情复杂，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的年月里，可想而知，作为女同

志，作为公安机关最基层的一名指挥员，该有多少激荡人心

的故事。可惜，这一切连同她们的飒爽英姿一道淹没在漫漫

的岁月长河中，难觅踪影。掩卷沉思之余，我从心底里对这

些可敬的长辈发出呼唤：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了青春年华的

老大姐们，你们在哪里？ 听党的话，服从党和革命的需

要----六十年代女警的时代特征 1965年11月调任肇庆市公安局

副局长的崔绍宁同志对我感叹道：那时的女警很朴实，很听



话，工作很泼辣、很认真。虽然社会治安较好，刑事案件不

多，但十分忙碌，实行军事化管理，女警与男警们一样集中

食宿，从周日到周四除白天上班外，每晚还要回单位集中学

习，周五晚过党、团组织生活，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才

休息，休息日才可在家中开小灶，一周下来，只可在家中住

一晚(周六晚)。记得当时全市人口不到10万，全局民警123人

，只有9名女民警，差不多都是20出头的年轻姑娘，风华正茂

，身穿上白下蓝的警服，头顶国徽，威风凛凛。她们大多是

在派出所担任内勤和户籍警，深入居民中与群众打成一片，

很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轰轰烈烈

的“四清”运动，全局干警无一例外积极投身运动。此外，

作为派出所的户籍警，按中央的要求对成年人口要“四知”

，为了这一工作目标，户籍民警们深入专管区对住户情况进

行摸查，将治安问题排队，逐家逐户串门访问，还要对专管

区内的无业闲散人员进行调查，配合政府做好教育，安置城

市无业闲散人员工作，落实城市战备任务，收容自流人口，

教育“五类分子”子女，节前节后开展“四防”检查，减少

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女户籍警们深感责任的重大，她们

不辱使命，与男同志并肩战斗，不分白天黑夜，出没在大街

小巷中，成为专管区的“活地图”。与此同时，有深厚群众

基础的女警们，发扬公安人员守纪爱民的优良传统，关心群

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女警李桂珍同志，曾用短

短的几天时间，为一名广州市的邱大娘寻回失散 20多年的亲

女儿。邱大娘于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全家逃难到肇庆，因生

活所迫，将亲生女儿卖于肇庆“八田池”一户人家当养女，

由于时隔久远，街巷几度易名，寻访几经曲折；女警冯秀兰



连夜雇请三轮车护送李老太到医院救治，并通宵守候在床前

，直到第二天晚上李老太的儿子赶到才离开，李老太逢人便

说“这个女民警比我儿子还亲”。她还常到居民家中，虚寒

问暧、扶老携幼，帮助孤寡老人煮饭褒药，深得居民们的喜

爱，群众乐于向她们反映治安情况。 且看看我们一位七十年

代女警的“一惊一喜”故事 与才思敏捷、乐观豁达、健谈风

趣，有着大姐般宽厚笑容的田梅同志谈古论今，我常常会有

亲历其景的感受。 那是1972年的冬天，她还是个20出头的黄

毛丫头，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个月。一天深夜，她与一名男

警察开着三轮摩托车赶赴高要县乐城镇取证。车到一高坡底

时，男警问她：“有带手枪吗？”“有”“听着，你取出手

枪，上好膛，掉转头坐着，不要出声!”她依计而行，乖乖掉

转身子背向前，坐在车斗里，紧握手枪，睁大双眼，警惕地

四处张望。只见三轮摩托车吃力地爬着坡，周围山高林密，

山路陕窄险峻，九曲十八弯，两旁的山峰象张牙舞爪的狮子

向他们直挤，天黑压压铅盖似的罩下来，寒风呼呼刮着，四

周死一般沉寂，只听见摩托车“突突突”的喘息声，一丝恐

惧掠过心底，她一动不动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三轮摩托

爬完坡了，男警松了口气才告诉她，刚才这个斜坡就是远近

闻名的“佛仔岭”，解放初期土匪常出没拦路打劫的地方，

最近有几宗抢劫案至今未破。听罢，她只觉得自己握枪的手

直打哆嗦。 1976年9月那段灰暗的日子，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

为刚刚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感到万分悲痛的时候，城区内

偏僻路段接连发生了几宗强奸、诱奸、流氓案件。在那个政

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那还了得! 上级公安机关下了指令：限期

破案! 据受害的女青年描述:案犯是一名身穿白衬衣，一表斯



文，年近三十的男青年。作案手段通常是黄昏时分，骑着单

车游荡，见到样子象农村姑娘的女仔就“阿芳、阿珍、阿兰

”地叫，恰遇有人呼应，他旋即上前套近乎，冒充司机花言

巧语，诱骗女青年半推半就搭车尾，然后带到梅庵路、大坟

里、红旗大队基围等僻静处奸污或猥亵。万民哀痛的时刻，

竞有如此兽行，为千夫所指，市民一片哗然，随即案件与政

治挂上了勾。干警们磨拳擦掌，女民警更是义愤填膺，发誓

：不破此案誓不收兵! 那时通讯、交通工具都还十分落后，全

局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一部电台、一辆“北吉”、两台三

轮摩托车，民警上岗执勤多是骑单车或徒步，破案手法也十

分陈旧，要迅速侦破此案，依然是“三板斧”：人海战术、

疲劳战术、车轮战术。于是全局百多号人包括14名女警，连

居委会的治安积极分子，晚上伏击抓现行。一时间近郊路段

到处是便衣警察，但一连几晚，一无所获。 离发案10天左右

的一个晚上7点钟许，她与另一名女警照例便衣上岗，她们的

岗位是大钟楼一带，任务是扮“阿芳、阿兰”，专等鱼儿上

勾。当她们走到草场路口的时候，见到同事余沛林带到一名

拖着单车的男青年和一名农村女青年回北区派出所，她们心

中一惑：难道⋯⋯？但任务在身，不宜细问。待她们拖着疲

惫的身子空手而回，刚踏进派出所大门时，便传来振奋人心

的消息：案犯落网了! 正当他用单车搭着“猎物”得意忘形途

经城中路往西而行时，被警惕的余沛林同志盯上了，以违反

交通规则用单车搭人为由，连人带车带回派出所审查，从而

人赃并获。终于，在毛主席追悼大会前破获全案。闻此消息

，怎不令身为民警的她悲喜交加？ 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女警，

在与刑事犯罪作斗争的前沿阵地建功立业 认识她时，我还是



一名预备警官。那天我手拿派遣证，背起行囊，在广州大沙

头客运站候船准备回家乡报到。百无聊赖中，瞥见宣传栏处

围满了观众，我上前去凑热闹，原来是全省公安机关先进人

物的宣传图片展览。在众多的先进人物中，我记住了家乡的

一个女警的名字---昌洁。 她开了我局女警搞刑事侦察技术的

先河，也是我局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学校毕业的女警察

。1980年2月，昌洁从广东省政法学校刑侦专业毕业后，分配

到当时的肇庆市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工作。从此，刑事现

场便多了一个身背勘查包的女警，从此她便与“苦、累、难

、险”结下了不解缘。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刮风，

还是下雨，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哪里有现场，哪里就有

她的身影。孤身出入血肉横飞的爆炸案现场，半夜独闯医院

的太平间，靠近惨不忍睹的伤口贴比例尺，对着还在喘息的

死刑犯反复拍照，凑近生蛆已高度腐败的尸体拍摄微痕微物

⋯⋯，这些似乎都是男警察的专利，但是她周而复始地重复

着这种劳作，且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你害怕吗？”曾有

人这样问过她。会不怕吗？她可是个才20出头的姑娘啊! 但这

是工作，是公安机关赋予一个刑事技术员的神圣职责。 就凭

着这样的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女性特有的细致、耐心、认

真、执着，她提取了无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为案件的定性

，确定准确的侦查方向提供了依据。 她的付出，得到党和人

民的肯定，她曾于1982年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同时被肇庆

地区公安处评为“优秀侦察员”，1983年被全国妇联授予“

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她当之无愧成为八十年代我局青

年民警的楷模，是全局25名女警的骄傲。 女警官联谊会代表

了新时代我局女警的主流：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积极有为 



九十年代中期，我局已有女警近90人，占全局民警总数的15%

，遍布全局各部门、各警种，已经成为我区公安队伍的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有女领导、女侦察员、女预审员、女户籍警

、女巡警⋯⋯。女警官联谊会的成立，无疑是女警们翘首以

待，众望所归的大喜事。 1997年1月初，在区妇联的倡导和各

级领导的关怀下，我区女警官联谊会成立了，有幸成为第一

批会员的23位女警，喜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们可谓90多

名女警中的精英，她们来自各部门、各岗位，有女政委、女

科长、女所长、女指导员、女主任，还有赤手空拳勇擒持刀

抢劫犯的女英雄⋯⋯。她们大多数来自基层，在公安第一线

摸爬滚打；她们兢兢业业、克尽职守，解困扶难，以实际行

动诠释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们熟悉

法律，精于业务，刚正不阿，惩治违法犯罪绝不手软；她们

不求索取，只讲奉献深得人们的尊敬和赞誉，她们中的大多

数曾屡获殊荣：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个人、优

秀户籍警、优秀侦察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妇女干部

、“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功臣、模范⋯⋯不胜枚举。这个

群体，足以令端州女警为之感到自豪、骄傲。 可不是，女警

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才干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局党委，

组织各种有益身心的文娱活动，为落实“从优待警”而奔忙

。每年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干警子女夏令营、春节联欢

晚会、组织女同志参观学习等，已经成为女警官联谊会的固

定活动项目，团结、关心、爱护、鼓励、教育广大女警已成

为女警官联谊会每个成员的自觉行动。“自尊、自立、自信

、自强”是新时代广大女警的坚强信念。 新的时代，新的机

遇，为女警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新世纪的女警应该具有



怎样的精神风貌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当我

面对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女巡警时，心中感叹：她

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如愿加入了女警队伍，只要去掉“

娇”、“骄”两气，勇于在实际工作中显露才华，一定能与

男巡警并驾齐驱；当我看到参加中层领导竞争上岗的女警，

如何在大多数人手心、额头冒汗时，神态自若地走向演讲台

，面带自信的微笑，声情并茂、侃侃而谈,同时，我也看到了

希望；当参加全区女领导“巾帼霓裳展风采”服饰表演赛的

女警官们一亮相，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时，我的心中荡

满自豪。真的，这不就是答案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