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情再现

虽然在此之前， 陈沫就曾荣立个
人三等功2次， 嘉奖6次， 荣获北京市
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届
“首都人民警察道德模范” 评选活动提
名奖等荣誉称号。

但直到2015年6月， 陈沫上了由中
央文明办主办 、 中国文明网承办的
“中国好人榜”， 大多数人才知道， 为
了一句承诺， 陈沫默默地做了别人19
年的 “儿子”。

“半路出家”的预审民警
从警之前， 陈沫曾是原北京市朝

阳区供销社的一名员工， 因为对警察
事业的崇尚， 1989年通过考试正式成
为一名民警。

1990年被分配到朝阳区酒仙桥派
出所， 1994年调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
分局预审大队， 从一名书记员做到预
审员。 20多年来， 陈沫一直从事对犯
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 使他成功实现
了外行向专家的角色转变。

公安机关预审部门是一个业务性
非常强的部门， 虽不在一线， 但这个
部门也是每天和犯罪行为作斗争。 刚
调到预审大队的时候， 对于陈沫这个
“外行人” 来说， 他并不习惯， “因为
专业性很强， 对证据链的分析需要很
深厚的法律知识， 审讯则需要很多心
理知识。” 陈沫说。

为了更快地适应工作， 他只能通
过集中学习， 大量地补习相关的法律
知识。 通过两年书记员的生涯， 陈沫
终于当了正式的预审员。 “我们都是
从书记员开始的， 这过程中学习到很
多东西 ，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 陈沫
说。

如今， 52岁的陈沫已经头发花白，
在他的记忆里， 白头发是在半年的时
间里突然多了起来的， “预审工作就
是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 同时， 脑
力工作的强度也非常大。” 陈沫说。

面对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预审民
警与之角力的是一场心理战。

长期在一线与犯罪嫌疑人做斗争
的陈沫， 如今， 能够通过犯罪嫌疑人
一个动作来分析他的心理活动。

业务上的能力也难免带进生活当
中， 以至于和家人交流时， 陈沫会很
敏感地觉察到大家的心理变化。

虽然， 陈沫称自己并不喜欢将工
作的角色带进生活， 但又很难彻底将
两者完全划分开， 以至于即使回家躺
在床上， 常常琢磨的还是犯罪嫌疑人
的心理活动以及所说的话， “希望从
中找到破绽， 想着想着就失眠了， 但
长期这样， 对生活也有影响。” 陈沫指
着自己的白头发说。

热心肠带来的意外荣誉
在生活中， 留给同事以及街坊邻

居的印象， 个子一米七的陈沫最大的
特点是热心肠。 “老陈不管谁家有个
事， 他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上一把。”
陈沫的多名同事都向记者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

据陈沫的一位同事王警官告诉记
者， 对于同事， 陈沫的手机是二十四
小时开机的， 不管多晚， 谁家有困难，
一个电话陈沫准能赶来。

正因为这样， 不管是同事还是亲
戚朋友， 遇到需要帮忙的情况， 都会
下意识地想到陈沫， 而他也尽自己的
能力给予帮助。

据王警官介绍， 曾经有一位同事
的妻子因为肚子疼多次到医院治疗依
然没有效果。 一天夜里， 同事妻子的
肚子疼得难受， 就给陈沫打了一个电
话。 听完同事的陈述， 陈沫想起自己
曾经在北京酒仙桥派出所工作时认识
的一位医院院长， 于是连夜拨通了他
的电话， 这位院长在询问一些病情之
后， 建议病人马上住院。

陈沫和同事连夜将病人送到医院
后， 检查确认是因为盲肠出现问题需
要马上动手术。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
当值班医生告知 “幸亏送得及时， 不
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时， 他们还是吸
了一口冷气， 同事和妻子对陈沫更是
十分感激。

对于街坊邻居， 陈沫同样热心。
1992年底， 张明 （化名） 因一起

特大入室抢劫盗窃案锒铛入狱， 爱子
心切的张母一下子崩溃了。

由于儿子犯事， 不管是邻居和亲
戚朋友都对张母 “另眼相看”， 为了能
让这个家庭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陈沫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张母的 “儿子”， 直
到2011年张某被假释出狱， 陈沫才淡
出 “儿子” 的角色。

陈沫因此在2015年6月， 被中国文
明办评为 “中国好人 ”。 对于这一荣
誉， 陈沫并没有太在意。 正像陈沫微
信签名中写 ： 我信奉的就是 “奉献 ”
这两个字， 因为世上只有这两个字是
不需要回报的。

19年“孝”行源于一句承诺
1990年， 陈沫被分配到朝阳区酒

仙桥派出所后， 主要从事社会治安管
理工作， 在侦破案件走访群众的过程
中， 认识了社会青年张明。

据陈沫介绍， 当时的朝阳区酒仙
桥处于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地带， 人员
复杂， 经常出现一些盗窃情况， 侦破
案件常常需要依靠群众， 而张明也租
住在这里， “谁家被盗窃了， 我们常
常能从他那里问到一些线索 。” 陈沫
说， 就这样认识了26岁的张明。 那时，
张明的父亲已经去世， 只有一个50多
岁的母亲。

1992年 ， 张明因为盗窃被判刑 ，
张母因悲伤过度， 几次在派出所晕倒，
并称自己不想活了。 派出所担心张母
出意外， 于是派陈沫去做张母的思想
工作。

那一段时间， 陈沫几乎每天都往
张母家跑， 给她做思想工作。 在一次
安慰张母时说了一句话， “家里有我
呢， 以后有什么事找我。”

这一句话， 让张母一愣， 她有些
不相信。 后来， 张母发现陈沫有事没
事都会到家里看看， 看家里缺什么都
会给她买点儿， 逢年过节更是先到她
家陪她吃个饭， 再回家和家人过节。

同时 ， 只要张母家里有什么事 ，
一个电话 ， 陈沫都会及时赶来帮忙 。
张母被陈沫感动了， 从此， 也放弃了
轻生的念头。

在张明出狱前的那19年里， 不管
是春节还是中秋节 ， 陈沫过的都是

“双节”。 “我都是先到她 （张母） 家，
然后才回家陪自己的父母。” 陈沫告诉
记者， 即使现在逢年过节也会去看张
母， 只不过去的次数比以前少了， 而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张母将更多的
依赖转移到自己儿子身上， 让张明意
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

除此之外， 这19年来， 陈沫经常
陪张母去医院看病、 陪张母去监狱探
望儿子， 并鼓励在狱中服刑的张明好
好改造， 早日获取自由。

令陈沫感动的是， 张母也逐渐将
他看做自家的孩子一样。

儿子在狱中服刑的这段时间里 ，
张母也会经常去看陈沫。 “我上班的
时候， 有时她会来看看我， 看到我后
她会很高兴。” 陈沫说。

张母曾经给陈沫做了一床被子 ，
这令他感动了半天。 如今， 那床被子
陈沫依然保留着 。 “这床被子耐用 ，
很暖和。” 陈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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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为了一句承诺
做了19年的“儿子”

金秋送爽度重阳， 菊花黄， 果
飘香， 重阳采摘， 翁妪喜洋洋。 爱
看果农眯笑眼， 有收成， 累何妨！

夕阳温暖似朝阳， 忙采摘， 吼
山腔。 登高远眺， 大家乐山冈。 岁
月悠悠人未老， 中国梦， 同飞扬！

背景介绍： 在重阳节前夕， 房
山区组织100名企业退休人员开展休
养活动， 既参观了新农村的发展变
化 ， 又参加了重阳节坡峰岭登高 ，
下山后在村民的果园搞了采摘活动，
大家边摘边唱， 玩得非常开心。

江城子
重阳节感怀

房山区退休人员 王力平

“这里夕阳分外红———我在北京市退
休职工活动站的休养生活” 征文选登

地址： 北京平谷区金海湖旅游区内

电话： (010) 69991201

晚上10点钟前审讯完嫌疑犯， 凌晨2点依然在看卷宗， 是北京市公安局朝
阳分局预审大队民警陈沫这十几年来的一种工作常态， 在他的办公桌上， 总是
堆放着一摞摞的卷宗材料。 对于他来说， 只有将案子 “吃透” 了， 才能不冤枉
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罪犯面前他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但背后他却有
一腔似水柔情……

朝阳分局预审大队民警陈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