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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警察的案件，比较典型的如：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

员李荞明被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受伤死亡的“躲猫猫”案，

云南蒙自县110民警吉忠春酒后与他人发生纠纷开枪致人死亡

案件等。在媒体和网络的推波助澜下，再次把警察推上了舆

论的浪尖风口。一些人把对警察队伍中个别人存在的否定态

度发泄到所有警察的身上，尽情的喧泄和最大限度地释放个

人无端的情绪。一时间，冷嘲热讽、谩骂、起哄、指责，警

察成了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 诚然，警察队伍中有个别“问

题警察”，干出了一些严重违法违纪、伤害老百姓感情的事

情。但那毕竟是公安队伍中的少数和个别现象，不至于也不

可能严重到要一杆子扫到底的程度。一些人理不清责任界线

，无原则地跟着某些媒体的判断倾向纠缠在一个“问题警察

”上而混淆模糊事件的本质。网上一旦出现吸引公众眼球的

“警察”二字，非得要骂上一通才能解除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更有甚者，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肆意践踏和漠视警察的

生命和付出。 2月20日晚8时，重庆市陪陵区敦仁派出所民警

周鑫下班刚走出派出所，见一歹徒持刀行凶，在与歹徒搏斗

中，歹徒向他连捅3刀，周鑫捂着伤口狂追44米之后，倒地再

也没有站起来，一个年仅30岁的年轻生命就此离去了。周鑫

在与歹徒搏斗的十几秒钟里，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对歹徒说

的：我是警察，把刀给我！一句是对路人说的：你们啷个不

帮忙呢！“你们啷个不帮忙”这句话，可以说是周鑫在搏斗



中无助时对路人发出的无奈叹问，是行使正义得不到帮助时

，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个困惑。 我们不敢说是路人的躲

避和冷漠让周鑫失去了他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但是在周鑫牺

牲后，一些比路人更加冷漠可怕的声音却足以令人心寒和心

碎。 “警察不是很威风吗？怎么连个歹徒都抓不住？”“连

警察都被杀死了，我们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不就死个

警察嘛！有必要搞那么隆重的追悼会吗？”⋯⋯ 正义的牺牲

换来的不是同情理解和尊重，而是可耻的麻木和冷漠。 同样

，2008年上海发生杨佳袭警致六人死亡四人受伤的故意杀人

案后，部分人表现出的不是对逝去生命的惋惜，而是幸灾乐

祸，拍手称快。杨佳令人发指的极端报复行为，竟被一些人

称为侠士、义士。警察的生命难道不是生命？一个稍有一点

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你有何理由漠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你

可以不敬重某个职业，但你不能不敬重像周鑫那样为维护善

良维护正义而逝去的生命。 3月2日零时，广州九泰路帽峰山

路段发生严重车祸，一辆小轿车撞向路边大树，造成车上三

人两死一伤。事发后，死者家属赶到现场，指责警察没能及

时从撞击后严重变形的轿车中拉出死者尸体，在警察和消防

战士营救和勘察工作中，一度出手殴打交警和消防员，交警

和消防员被追打1 个小时自始至终没有还手。一位被打的警

察说，“家里失去亲人，情绪有些激动可以理解。” 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来承受暴力的情绪宣泄，有谁能理解和知道警察

心里的苦和痛？ 2008年底河南省公安机关出台“五条铁规”

加强队伍管理，有媒体报道说民警怕下班着装时遇上突发事

件处理不及时遭到投诉，于是下班时间不敢穿警服。此消息

一出来，网上很快便出现了《民警不着装，谁来保护我们的



安全》的帖子，质疑民警不着装是渎职，是纵容违法犯罪，

是在逃避应尽的责任等。 一边是对警察的指责和谩骂，一边

又希望警察随时随地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警察做好事是在作

秀，正义的牺牲招来的是热嘲冷讽，没达到某些人的期望要

挨骂，更别说“问题警察”了。 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不能理

性地面对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一旦个人需求不能遂己

愿时，便偏执地用“一般的社会理由”来遮掩“个性中的问

题”，导致心理贫穷，不断的扩大和膨胀心中的“仇恨”。

这种扭曲的情绪犹如涌动的暗流，随时在找喷发的出口。警

察职业所特有的强制性特征注定要引起社会部分公众的不满

，从而成为宣泄对象。 前几天中午下班时，一个妇女声俱泪

下地跪在笔者上班的大门口，地上摆着一张写有控诉某派出

所民警殴打她的纸板。如果不了解实情，大家会觉得民警的

行为有多可恶。其实是她打民警，因与本地的村民潘某发生

纠纷，她砸坏了潘家的财物。派出所在调查处理时，准备对

她进行行政处罚。她一听要处罚便撒了泼，称肚子饿耐着不

走，民警毕某端了一碗粉让她吃，她随手将粉泼到毕某的身

上并上前撕扯，一协勤用身体挡她时脖子被她抓伤。整个过

程民警始终克制没动她一下，没想到她来个恶人先告状，四

处上访，说民警打他。因她的上访，该市成立了由政法委牵

头，组织纪委、检察院、司法局、信访办成立专案组进行调

查。虽然最终还了民警毕某的清白，但不停的接受调查、谈

话，巨大的压力让毕某差点崩溃了。 其实，警察不是暴力的

对象，也不能成为暴力的对象。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尤其是

基层民警，一方面要承受繁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又要顺应

这个时代对警察的高期盼、严要求。如果把局部的“警察问



题”无限的扩大化来作为吸引眼球的焦点，肯定不利于社会

的安定。试想，连警察都受到公然挑衅，被随意殴打，尊严

被恣意践踏，执法权威何在？警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怎

能保护老百姓？ 因此，把警察作为暴力的对象，作为情绪宣

泄的工具，只会导致社会在真正需要警察的时候，警察会顾

及社会压力而采取消极的态度。假如社会没有警察或警察完

全消沉下去，你的安全感何在？那些无端指责谩骂警察的人

是否想过，你的生命安全哪一天受到威胁时，最终还是警察

来给你申张正义。 所以，人一定要理性，要人道，要正确区

分是与非的责任界线。千万不要把警察作为暴力的对象！ 警

察不能成为暴力的对象！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招警网

校 招警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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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