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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无悔的坚守
——记市看守所民警张广福

本报记者 徐蕾 文/图

有一种工作，需要日日夜夜坚守在高墙电网
之下；有一个警种，他们鲜在人前露脸，却以经年
累月的坚守，管理、教育着一个特殊群体。这就
是监所民警。54岁的张广福就是其中一员。

“老黄牛”“精神标杆”“榜样”……这些称号，
都是南阳市看守所的民警对张广福的评价。11
月 18日，记者来到市看守所，走近这位坚守在管
教一线 18年的民警，探寻“赞声一片”背后的故
事。

初见张广福，和蔼可亲的他更像邻家

大哥。身为管教民警，他管理着最难管的

一个群体——未成年在押人员，而且管理

得井井有条，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四监区心理咨询室，张广福正给一

名未成年在押人员董某作心理疏导。董某

因为涉嫌抢劫犯罪到看守所已 10个月了，

这两天常常一个人发呆、晚上不睡觉，看上

去很焦虑。张广福发现后，及时找他谈

心。看到董某在心理沙盘前拿着一个一家

三口的小模型很是喜爱，张广福知道他想

家了。董某说，自己犯了法，许久没见到父

母了，他怕父母放弃他，离开越久，心中就

越焦虑。经张广福一番疏导，董某脸上有

了笑容，他觉得自己要做的就是放下思想

包袱，为重新回归社会努力。

在张广福管辖的四监区，全所 90%的未

成年在押人员都在这里。多年的工作经验，

他非常了解这个群体的特点。他们性格迥

异，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单纯、易冲动。由于

受到不良影响，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变形。

在监室里，他们之间几乎天天都有矛盾发

生。以前他们分散在各个监区，属于所有在

押人员中最让管教民警头疼的一个群体。

作为一名父亲，张广福知道孩子对一

个家庭的重要。对于未成年在押人员的

管理，他始终把挽救、引导他们重新步入

正途放在第一位。他负责的监区原来有

一个未成年在押人员监室，因这些未成年

在押人员从收押时的乖张散漫，到后来有

规律的日常起居、锻炼学习，再到遵规守

矩，最终成了文明监室。

“在管教一线工作 18年，接触了太多

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能在他们迷茫的时

候拉一把，或许他们就能拥有一个不一样

的人生。事实证明，他们中一些人回归社

会后，有的现在已成为商界精英，有的成

了技术行业的排头兵，这就是我们管教民

警工作的重要意义。”谈起自己的工作，张

广福很是自豪。

“迷途浪子”引路人

54 岁，接近退休的年龄，可是在张广

福身上，同事们说，他敢打硬仗、敢于挑战

困难的拼劲儿不减当年。他是一名转业

军人，在不一样的“战场”，他的忠诚担当

一如从前。

张广福出生在河南郏县农村的一个

贫苦家庭。兄妹四人，张广福是家中长

子。因为从小品学兼优，为了让他顺利读

完高中，弟弟妹妹们未上完初中就辍学

了。1985年 11月，父亲送他入伍，张广福

记得，拿着父亲走了十几公里路去集市上

卖鸡蛋换来的五元钱离家时，朴实的父亲

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嘱咐他：“孩子，你

要听党的话，为咱家争光。”

在部队里，一次实弹投掷考核中，一

个新战士把拉火环拉开的手榴弹掉落在

掩体内。重大伤亡事故即将发生的瞬间，

张广福猛扑上去，把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捡

起扔了出去，避免了在场几十名战友伤亡

事故的发生；接到抗洪抢险命令，又闻听

母亲生病住院，他选择强忍对母亲的挂

念，毅然奔赴抢险救灾第一线。

军营十六载，张广福不负父亲期望，

脚踏实地，一步步从一名普通战士走到营

级领导岗位。由于军事素质过硬，表现突

出，先后获得连、营、旅嘉奖 10余次，荣立个

人三等功两次。转业到地方后，张广福成

了一名人民警察，他的“战场”转移到了看

守所监管一线。面对高墙内枯燥的工作环

境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无怨无悔，在押人

员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不曾间断,
而他坚守在高墙内，一干就是 18年。

尽管年过半百，他依旧冲锋在前。

2020年春节，张广福原想抽空回老家看看

身体不适的父亲，再去郑州看看久病的岳

母。可是一场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在

家庭召唤和国家召唤面前，他再次选择舍

弃小家，向组织递交请战书，申请参加监

所封闭隔离执勤任务。疫情期间，市看守

所一半警力在监区封闭执勤、一半警力在

监区外集中隔离备勤。监区内执勤警力

减少一半，工作任务比平时增加了四五

倍，张广福和同事们半点都不敢懈怠，他

们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忍受了常人

难以忍受的煎熬，第一次封闭执勤一干就

是 40多天。

冲锋一线勇担当

自古忠孝难两全

高墙内的疫情防控工作，工作上所有的压力他都可

以扛，唯一扛不住的是隔离执勤期间，他的父亲病了。

2 月 2 日，张广福参加封闭执勤期间得知老父亲生

病。兄弟姊妹几个都不在老家，妻子的母亲患老年痴呆

症，妻弟因交通事故高位截瘫，妻子实在无法脱身。张广

福情急之下委托邻居带父亲先去老家医院给父亲检查身

体。

邻居回话说，他的父亲需要住院治疗，张广福心急

如焚，虽然非常想回去照顾父亲，但是眼下封闭执勤警力

不足，他觉得自己是一名党员，更不能给组织找麻烦。夜

深人静时，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老父亲却安慰他：“你

是公家的人，组织需要你，你别回来，我的病会慢慢好起

来的。”从说话的声音可以判断，老父亲的病情不轻，张广

福内心焦虑彻夜难眠。用他的话说，他能扛住繁重的工

作压力，却扛不住那如钝刀割断肠的思念。

3 月 2 日，张广福参加封闭执勤期间，老父亲病情

加重，转至郑州治疗。他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向组织请

假。

在煎熬中到了 5月 14日封闭执勤结束的那一天。

当天准备去郑州看望父亲的他一大早便接到妹妹电

话，父亲终是没等到他，已经去世了。在父亲最需要

关心的时候，身为儿子的他没能到跟前。张广福心

中，只有内疚和自责。

面对亲人的责备，张广福无言应对，在老父

亲的灵前放声痛哭，诉说内心的愧疚……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党委委员、市看守

所所长赵国顺说：“张广福是市看守所

优秀民警的代表，在他身上体现了

看守所民警辅警为疫情防控和监

所安全管理舍小家顾大家、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和激

励着我们所有人，我们要

以他为榜样，在上级

党委的领导下，确

保实现‘疫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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