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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是武警合肥市支队11中队的

一位女兵班班长，这个性格活泼开朗、

有着一头天然卷的姑娘在警营里显得

格外惹眼。可是千万别小看这个1989

年出生的小姑娘，在班里她要负责其

他女学员的科目训练，擒敌拳、应急

棍，小姑娘耍起来一招一式可是样样

都拿手。

虽然从小就像个男孩子，每天爬

高上低“不着家”，但杨阳说刚开始接

触擒拿格斗的时候还是有些不习惯。

“看那些男兵做的时候，觉得太 man

了，怕自己驾驭不了。”不过真正上手

之后，杨阳才发现其实这些在人们印

象中是“男人专利”的擒拿格斗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难，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由于是班长，杨阳平日里要负责

班上姑娘们的执勤调度，以及她们的

常规训练和体能训练。杨阳说虽然

自己平时嘻嘻哈哈，但在训练中可是

一点也不含糊，学员们的一点点小错

误都会被她纠正过来，也曾有新兵因

为她太过严格而哭鼻子。“既然到了

部队，就要有个在部队的样子。”杨阳

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

的笑意。

应急棍、擒敌拳、爬大蜀山练体能

……杨阳她们的训练科目，丝毫也不

逊于男兵。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

当空，杨阳都坚持带着学员们出操；即

使是昨天，合肥上空飘着细雨，杨阳也

带着班上的姑娘们在走廊里进行站姿

训练，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杨阳还说，

打扫卫生时，她们需要趴在地上用砂

纸打磨水磨石的地面：“男兵能干的，

我们也一样能干！”

23岁的姑娘，原本应该和闺蜜挽

着手，徜徉在香气醉人的大街小巷，讨

论《瑞丽》杂志上最新一季推荐的衣

服，以及Channel新款香水的前调和中

调分别是什么；而不是留着齐耳短发，

像个男人一样被七月的骄阳晒到脱

皮。可杨阳告诉我，警营让她变得坚

强、成熟、团结、细心，富有责任感；她

告诉我，这是她的坚持，是她的信仰。

王绪发 记者 李皖婷

女武警杨阳：

擒拿格斗不是“男人专利”

阜阳人小赵（化名）16岁时，父母

离异，18 岁时被母亲送到北京打工。

在北京，小赵一直从事性工作，两年多

挣了 20 多万。之后他与一个已婚女

子产生感情。小赵全心全意付出，为

了这段感情倾其所有。可“女友”说她

不能离婚。小赵无法接受，在绝望中

喝下安眠药，所幸被家人及时发现。

之后，小赵经人介绍，与他人结婚。但

婚后争吵不断，他再次与前“女友”保

持关系。结果再度复合，小赵又为该

女子抢劫入狱，获刑15年，在合肥监狱

服刑。“女友”从此不再联系他。

他仇恨“女友”，怀疑所有人。“想

到过去，都是怨恨、沮丧、痛苦、失眠、

心慌，让我常常失控。”小赵很沮丧。

入监后，他改造状态不好。监狱决定

通过矫治监区进行教育。

矫治监区的女警对小赵很重视，

多次对其进行心理辅导。矫治监区分

析认为，小赵的不良情绪，是因其不合

理的认知造成的。女警们对小赵敏

感、多疑、易受暗示等个性特点，多次

进行针对性“话聊”分析。小赵才明

白，女友的选择，有其对丈夫、家庭负

责任的一面。

“当初是我没有为她考虑，才让这件

事像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小赵说，

虽然治疗结束后，自己没有变成一个新

人，但新的认识，能让他开始新的尝试。

转变认知方式的小赵，愤怒、仇视

的情绪得到缓解，积极改造。据悉，下

季度他有机会获得减刑。

刘方平 记者 刘欢

矫治监区民警通过服刑人员摆放的沙盘分析内心

矫治监区女狱警：

心理矫治为服刑人员“除虫”

2010 年的海地大地震带走了很

多生命，一个中国女警的名字也在那

时让我们熟悉，那就是用双手从废墟

中挖出5人的英雄汪雪艳。海地维和

任务结束后，她被授予了联合国“国

际和平”勋章，带着荣誉回到了安

徽。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汪

雪艳说：“我认为，我们很多女性都没

有充分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汪雪艳说：“回国以后，各级组织

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在很多人的

眼中我是一个英雄，一个女英雄。其

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

汪雪艳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多年

的反扒岗位，担任淮南市人民警察训

练学校政委。她告诉记者，由于她曾

在国外，与其他国家的同行长期合

作，因此对于警务工作也有一些不同

的理解，上级领导正是希望她把一些

较为先进的理念和知识传播到我们

的警察队伍中来，这才为她调整了工

作岗位。

在谈到如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

位时，她的语言非常风趣。她说：“人

们都说现在女性的地位已经高过男

性，很多男同志都被妻子管得死死

的，连工资都要上缴。我觉得，其实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的表现，如果真的充满自信，与丈夫

在各方面的地位完全平等，又何必那

样管丈夫呢？”

汪雪艳说：“说起男女平等这个

话题，我觉得本身有一些想法就是

不对的，比如说‘女性在某些岗位不

容易’、‘多照顾女同志’等等，这样

就是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了。

权利并不是靠恩赐的，而是自己争

取的，现在不是社会给的不够，而是

我们很多女性自己做得不够，很多

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和挖掘出自己的

潜力和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从理

念和思维的出发点上，摒弃男女的

差异，这样才能真正平等，真正体现

女性的价值。” 记者 王涛

祁门县“警察妈妈”

六年情倾“司法孤儿”

6年前的一个冬日，黄山市祁门

县溶口乡大环村发生惨案，村民汪

某被其妻胡某投毒杀害。不久胡某

因投毒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

刑，丢下了 2 岁的容容（化名）。孩

子是无辜的。6 年来，祁门县公安

局民警用一颗“爱心”为这个不幸的

女孩撑起一片蓝天。

“妈妈，又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东西？”昨日下午，看到民警陈桂云到

来，小容容兴高采烈地冲出门外拉着

她的手说。进屋后民警们边哄着撒

娇的孩子，边开始收捡洗涮，一旁的

容容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她们身后

问东问西。看到孩子和民警之间其

乐融融的情景，容容的爷爷汪一牛不

由感叹，“是她们给了孩子‘春天’，也

给我这个家带来了希望”。

谈起这些年来，在民警的帮助

下，逐步走出困境的家，汪一牛内心

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称，如今住房得

到了改善，自己和老伴办了低保，孙

女也办了五保，但更重要的还是民警

们平时对孙女的关爱。

“听容容喊我一声妈妈，感觉

肩上担子更重。”民警陈桂云说，“可

能是我们长期对她的关爱和教育得

到了孩子的接受。”虽然每次跨进这

个家，脚步都是沉重的，但让她们感

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心血没有白

费，容容现在不仅乖巧懂事而且学

习成绩也不错，有时还能帮助做一

点家务活，更让两个老人开心的是，

孩子的天真给沉默的家带来了久违

的笑声。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看到“警察

妈妈”起身要走，容容低着头拽着民

警陈桂云的衣角恋恋不舍，在安慰孩

子的同时陈桂云认为，母亲有罪但孩

子无辜，虽然她是服刑人员的女儿，

但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有人格上

的平等。她表示，将会给予她更多的

教育和家庭的帮助，让孩子在一个不

受歧视和冷落的环境下健康成长，脱

离阴影快乐而幸福地生活着。

记者 陈明 文/图

维和女警汪雪艳维和女警汪雪艳：：

女性要发现自身潜力和价值女性要发现自身潜力和价值

小女孩容容和民警妈妈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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