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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本报记者 马超

高高的个子， 戴着眼镜， 一股书
生气， 这就是记者见到任冠宇时的第
一印象。 如果不知道他的职业， 很难
将他跟刑警联系起来。 上中学时， 他
曾获得世界航模大赛亚军。 高考前夕，
任冠宇获得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提
前录取机会。 但是， 他毅然选择了报
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 投身公安事业。
可就是这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书
生”， 却成为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无人不晓的 “拼命三郎”。 从警近8年，
任冠宇参与的抓捕不计其数， 他的双
腿多次负伤， 右手四根手指深二度烧
伤。 一次行动中破门而入扎伤的右小
腿 ， 缝了40多针 ， 留下一长串针脚 。
他也成为了队里打掉犯罪团伙最多 、
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多、 出差时间最多
的青年刑警。

为什么要选择当一名警察？ 只要
走进任冠宇的家， 也就不难理解他为
什么一定要当警察。 这个刑警世家到
处挂着军功章。 任冠宇的爷爷是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刑警 。 20多年前 ，
任冠宇的父亲在与犯罪嫌疑人的枪战
中身中数百颗霰弹铅弹， 至今还有铅
弹遗留在体内无法取出。 任冠宇还记
得， 父亲的同事当时来家敲门， 递给
母亲一件衣服， 已经被血染红。 去重
症监护室探望时， 父亲身上插满各种

管。 正是那段儿时的经历， 让任冠宇
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一名刑警的责任 。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的心中种下了一
个刑警梦。

任冠宇出生在警察世家， 特殊的
岗位、 辛劳的工作， 决定了他们付出
在亲人和家庭上的时间和精力都不会
多 ， 在家休息的时间数都数得过来 。
即便如此， 任冠宇的妻子和母亲却从
没怨言， 而是积极主动挑起家庭的重
担。 “正因为有了母亲、 妻子的理解
和支持， 我们才能够安心工作在第一
线。” 任冠宇说， 包容、 理解对于构建
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至关重要。 任冠
宇妻子孙小棠对于和谐幸福家庭有着
自己的理解： “首都刑警和谐幸福的
家庭不是甜言蜜语， 也不在于花前月
下， 而是支持和理解。” 任冠宇的母亲
是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 由于一家老
小工作的特殊性， 她不得不一个人承
担起家庭重担， 照顾老人、 抚育儿孙
……虽然全家人聚少离多， 但她却始
终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对丈夫、 孩
子和这个家的爱 ， 用微笑面对生活 ，
用心品尝家的幸福和温暖。

任冠宇参与专案侦办， 常常一两
个月不回家。 有一次， 在抓捕中受伤
的任冠宇竟和旧伤复发的父亲在医院
见了面 。 “咱们祖孙三代都是警察 ，

什么风风雨雨咱没见过， 受点伤没什
么。” 父亲当时对任冠宇说， “面对危
险， 任何人都可以退步， 唯独我们不
可以， 这是咱们的使命。”

任冠宇祖孙三代的家庭生活中 ，
全家人相互照顾、 相互信任。 闲暇时
间常在家里召开家庭小会议， 相互交
流， 相互取长补短， 遇到困惑相互开
导， 相互帮助。 遇到不懂的事情， 晚
辈就向家里老人请教， 听取老人的意
见。 虽然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 但它
就像催化剂使他们的感情日益融洽 、
家庭和睦、 快乐。 许多人曾问任冠宇：
“为什么你的家庭如此融洽 ？” 他说 ：
“只要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
物， 思考问题， 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
解决不了的。” 在日常生活中， 任冠宇

的家风还十分注重言传身教， 以德育
人。 在他们的这个家庭里， 虽然每个
人的性格、 文化、 志趣都不同， 但是
家庭中很少出现矛盾冲突， 大家能互
相体谅， 尊老爱幼、 民主平等、 宽容
谦让， 形成了互相理解、 尊重、 平等、
关爱的文明家风。

“一个幸福、 快乐、 和谐的家庭
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努力。 只有
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爱， 家才会更温暖，
只有每个家庭都幸福了， 我们的社会
也才会更和谐。” 任冠宇说， “传承，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不仅是孝道的传
承， 更是一种使命的传承， 我这辈子
就一个人生目标， 把警察干好， 竭尽
自己的全力， 把刑侦工作干到淋漓
尽致 。”

警察世家的使命传承

低碳家庭的“绿色三宝”

在延庆区香水园街道新兴小区 ，
有这样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丈夫吴
广增是北京市延庆区国家税务局的一
位税务干部， 妻子是一名医生， 他们
的儿子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他们
虽然身份和年龄不同， 却在生活中有
着共同的追求， 那就是传承勤俭之风，
享受低碳生活， 成为一个宣传环保的
志愿家庭。

吴广增全家人始终传承着 “绿色
三宝 ”。 谈起这三宝 ， 吴广增风趣地
说： “天有三宝， 日月星； 地有三宝，
水火风； 人有三宝， 精气神儿。 在我
家里也有三宝： 垃圾、 污水和画稿。”

“变废为宝”是他家的第一宝。 他
儿子所上的学校提倡环保从娃娃抓起，
经常开展一些废物利用小制作的亲子
活动。 在这些过程中， 他们全家人越
来越喜欢这种既环保又能锻炼动手能
力的娱乐方式了。为了给北京申冬奥加
油助威， 他们全家人一起动手， 用卫
生纸芯做了五十六个文化笔筒， 每个
笔筒上面都印着申冬奥的标志、 口号
和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卡通人物， 表
达了民族团结盼奥运的心声。 这个作
品在区妇联组织的节能环保小妙招废
物利用小制作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他们家的第二宝叫做 “循环之
宝”， 指的是生活污水的二次利用。 吴

广增的爱人在医院工作， 参与过2003
年的抗击 “非典”， 对于环保和卫生她
有着自己的看法， 她常说： “假如把
环境比作地球 ‘身体’ 里的血液， 那
咱们每一个家庭就跟白细胞一样， 是
最基础的免疫系统。 要是每一个家庭
都注重节能环保 ， 再通过 ‘血液流
动’， 把这种意识和做法输送到身体的
每一个角落， 那这个 ‘身体’ 一定是
健康、 有活力的。”

为了这句话， 她给家里定下了好
多铁的纪律 ： 比如说 “一盆水洗澡 ”
的规定： 洗澡时， 必须站在一个大盆
子里淋浴， 只要水满了， 澡也必须得
洗完了， 再把这盆水倒进一个更大的
桶里。 再比如说 “马桶隔离” 的规定：
她家的马桶只有下水， 没有上水， 也
绝对不能用干净水去冲。 还有， 像什
么洗脸水、 淘米水、 焯菜水、 养鱼水，
都不能直接倒掉。 于是， 他家里就有
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桶， 用来盛放这些
用过的水。 稍微干净一点儿的水用来
拖地 、 洗抹布 ， 养鱼的水用来浇花 ，
淘米水、 焯菜水用来洗碗， 只有比较
脏的污水才能用来冲马桶。

这些事情做起来虽然很麻烦， 但
是俗话说：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财
富。” 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和污水
进行分类， 然后循环再利用， 这样既

省钱又环保还能教育孩子， 一举三得，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他们家的第三宝叫做 “如获至
宝”。 在吴广增的钱包里有一张发黄的
纸条， 是儿子小的时候画给他的。 还
记得有一次孩子不太听话， 他就打了
儿子一下， 从这之后， 性格内向的孩
子很长时间都不和他说话了。 正当他
非常自责的时候， 孩子遥控着一个小
汽车撞了一下他的脚， 就跑到门后面
躲了起来。 他低下头发现车上有一张
纸， 上面画了一个流眼泪的小男孩儿，
旁边用歪歪扭扭的拼音写着 “爸爸 ，
我错了”。 从那天起， 他也再没有动过
孩子一个指头， 也开始改变教育方式。
他带着孩子还参与更多的社交活动 ，
比如和志愿者们去妫水河边上捡垃圾，
也会到大街上发控烟宣传手册， 回收
旧电池， 还一起创办了宣传环保的微
信公众号。 现在孩子变得开朗了， 也

愿意交朋友了， 唯一不变的是， 只要
觉得好玩儿的事情， 孩子都会用画笔
画下来， 还拍成照片发到微信上， 和
他的小网友们一起分享 。 孩子画的
《海洋垃圾污水处理船》 在国家海洋局
和北京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的第四届
“爱海洋·爱环保 ” 儿童书画大赛中 ，
获得了最佳创意奖。 看到儿子的变化，
吴广增两口子非常欣慰， 也更加珍惜
这些得来不易的画稿了。

这就是吴广增家的 “绿色三宝”。
因为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儿， 他们
被评为了首都最美家庭， 他本人也成
为了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 他认为这
既是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鼓励， 更是
一种鞭策。 他们决心把绿色三宝传承
下去， 也希望更多的家庭加入到节能
环保队伍中来， 一起来享受绿色健康
的新生活， 一起来传递低碳环保的正
能量。

任冠宇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警

传承家庭

绿色家庭 吴广增
北京市延庆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