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尊士烈士遗像

□记者 高洪驰 通讯员 黄长春 文/图

“这辈子干公安，不图升官发财，只为辖区老百
姓不受犯罪分子的欺负。 等我退休了，老乡们能说一
句‘老李真中，是个好警察 ’，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了”。 9 月 28 日，沈丘县公安局民警李雯、李岩姐弟
俩， 又一次打开她们的父亲———革命烈士李尊士同

志生前的 12 本笔记，轻抚着一行行早已泛黄模糊的
文字，睹物思人，眼泪模糊了双眼。

李尊士烈士， 生前系沈丘县公安局北郊派出所
副所长。 1988 年 9 月 17 日夜，在一次执行对辖区犯
罪嫌疑人的抓捕任务时，遭遇暴力抵抗，李尊士与之
英勇搏斗，不幸壮烈牺牲。2004 年 6 月 14 日，李尊士
同志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

“父亲牺牲时，我才 14 岁。 记得那天的大半夜，
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记得妈妈被
局里的叔叔阿姨接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才得知夜里
爸爸在抓坏人时牺牲了，那时的我感觉天塌了，倒在
妈妈怀里大哭不止，那一年弟弟才三个月大。 ”父亲
牺牲的那天， 现为沈丘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中队
长的李雯至今仍历历在目。

李尊士同志走得太匆忙，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甚
至没有给自己的妻子、 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留
下一句嘱托的话。 但，他的一颗公心、两袖清风和作
为人民警察的职业操守， 却用朴实的文字深深镌刻
在生前的笔记本里。 在被追授为革命烈士后，他牺牲

时穿的警服，生前的荣誉奖章、证书被河南省公安英
烈纪念馆永久收藏。 其生前的 12 本工作笔记，在女

儿李雯的坚持下留在了家中。
“直到上小学五年级，妈妈才让我看父亲生前的

照片。 姐姐第一次让我翻看父亲的遗物———工作笔

记。 ”回忆起这些场景，李岩的眼圈再次泛红。
李雯、李岩姐弟俩每逢中秋节、春节和父亲的祭

日，都会把父亲的笔记本取出，一遍一遍擦拭，在父
亲的遗像前，一页一页翻看。 “父亲的笔记本，密密麻
麻记录着每天值班、出警、开会和到村里走访群众的
场景。 一天的繁忙任务结束，他总是在最后一段文字
下面划上一条截止线， 然后写下一段当天的工作小
结和感想。 ”这让李雯、李岩姐弟俩至今都为父亲的
严谨而感佩。

如今，李雯、李岩姐弟俩先后通过招警考试，继
承父亲的遗志，成为光荣的人民警察。

李岩是李尊士烈士的长子， 入警后即主动要求
到一线工作，学习并发扬父亲严谨、细致、亲民的工
作作风，先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200 余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120 余名， 抓获各类网上在逃人员 11
名，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政法干警”和“群
众最喜爱的十大社区民警”，先后 6 次收到辖区群众
赠送的锦旗、感谢信。

“爸爸已经离开我们 24 年了，生前 12 本工作笔
记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的从警生涯受用
不尽、取之不竭。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父亲
的在天之灵。我要让辖区群众说，李尊士的孩子，也是
人民的好警察，就是中。 ”李岩激动地说。 ③6

烈士李尊士留下的 12本红色笔记

□记者 张志新 文/图

“嗒嗒，嗒嗒，嗒嗒……敌人用机枪不停地扫射，
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看着前面的战友一个个倒
下，后面没有一个人退却的。 最后，等我们一个连撤

下来的时候，120 多名战士仅剩下 40 多人……”淮海
战役大塘沟战斗是田志宣最难忘的一次战斗， 每当
有人问起他的从军生涯， 他都会详细将这段历史讲
给对方。

出生于 1930 年的田志宣，是项城市丁集镇龙王

庙行政村小田营村人，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参加过
解放战争。

9 月 23 日，记者来到小田营村，见到了田志宣老
人。 尽管时光催人老，但他依然精神抖擞，记忆清晰。

田志宣告诉记者，在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
了，一个哥哥也远走他方，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以讨
饭为生。 1947 年，17 岁他为了有口饭吃，便选择了去
参军，成为豫皖苏军区的一名战士。 从此，他跟着部
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湘南战役、成都
会战、进军西藏等重大战役。

田志宣回忆，临进部队时，母亲拉着他的手哭着
说：“儿啊，你走了，我可咋办呢？ 谁来养活我啊！ ”

“我到部队发了军饷，就给娘寄过来。 ”田志宣不
忍心丢下母亲一个人，就这样安慰道。

如今，在田志宣保留的十多枚勋章中，时间最早
的就是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 田志宣说，淮海战役结
束后， 他随部队一路南下， 在安徽一个名叫杜海楼
（音）的地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 1949 年 4 月的渡
江战役中，他所在部队一鼓作气打过长江，追着败逃
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到江西赣江。

提起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的那天，田
志宣高兴地说， 他所在的连部专门召开大会传达这
个好消息。 当指导员告诉大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今天成立了！ ”话音刚落，田志宣就和战友们欢呼
雀跃起来，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0 年，田志宣跟着部队去了“天府之国”的川
南，参与了解放西藏以及康藏公路的修建。

后来， 田志宣放心不下家中老娘从部队转业回
到家乡，对自己的功绩和获得的荣誉隐瞒不宣，同乡
亲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地耕耘着自家的
“一亩三分地”。

临别时，田志宣颤抖着双手，将自己获得的一枚
枚奖章放进一个小烟盒里， 然后用一个破旧的手绢
将其包好，心中似乎仍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此时，秋日午后阳光洒过，只见田志宣家院落里
刚刚收获的玉米显得尤为金黄……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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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宣展示曾获得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