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侠”到
“最美中国人”

本报报道的梁山县协警丁曙光

其事迹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在龙年新年过后不久，随着齐鲁晚报等媒体报道梁山县协

警勇斗两名劫匪的新闻，丁曙光这个名字在齐鲁大地不胫而

走。他22年来坚持同犯罪分子做斗争，在关键时刻敢挺身而出，

被当地群众称为“大侠”，不久前他上了新闻联播，被称为“最美

中国人”。

22年中，他独自或协助民警，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50余
名，协助破获各类案件90余起，保一方平安

1日下午，记者在梁山
县黑虎庙镇派出所，通过
监控录像，回顾了1月31日
下午丁曙光抓贼的情景，
气氛相当紧张。

画面显示15点55分39
秒，在梁山县黑虎店镇师
庄村与德商路交叉口，两
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骑
摩托车，尾随一名穿橘黄
色上衣的女士，从屏幕右
下角“出来”，光天化日之
下一把扯过女士手中的提
包。后者不撒手，瞬间就被
疾驰的摩托车带出十几
米，倒地被猛拖。

几乎与此同时，一辆
深色轿车冲进屏幕，没有
片刻迟疑，直接插到摩托
车前面。驾驶员下车一把

将其中抢包的黑衣男子
摁倒在地，同时将女士的
提包扔向数米外。骑摩托
车的男子对该驾驶员进
行言语威胁，见不管用，
下车猛地朝他打了一拳，
后者随即还了一拳。也许
是气势彻底震住了骑摩
托车的男子，他撒腿就
跑，驾驶员拔腿就追……
记者注意到，根据监控记
录，上述过程不到1分钟，
来得十分突然。

这位“该出手时就出
手”的汽车驾驶员就是丁
曙光，骑摩托车抢劫的两
名劫匪，被他当场逮住一
个，另一个也在随后赶到
的派出所干警和当地群众
联手下，束手就擒。

1971年9月出生的丁
曙光，是梁山当地一名武
术好手。1989年7月，在家
乡黑虎庙镇人民政府参加
工作至今，22年中，他独自
或协助民警，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150余人，协
助破获各类案件90余起，
保一方平安。

但至今，这名41岁的
汉子，仍然只拿着每月900
多元的工资。现为黑虎店
镇派出所一名编外协勤。

济宁市委宣传部于副
部长说，丁曙光22年如一
日见义勇为的行为可敬、
可叹，尽管本身并不是什
么高大全的人物，但这样
的典型更具有启示和带动
意义。

没有穿上过警服，他却时刻以一名正式干警的标准要求自
己，早已成为全镇治安队伍中的尖子，丁曙光在乡里有了“丁大
侠”的美名

采访中，黑虎店镇派
出所所长曹务春告诉记
者，丁曙光能够挺身逮住
劫匪，仗义救助被抢妇女
绝非偶然。多年来，他始
终有一个志向：“即使当
不了警察，也要为维护一
方平安尽责。”

1989年初到镇机关
工作后，丁曙光根据镇里
安排，哪儿需要去哪儿，
干过农田水利、新农村建
设、招商引资、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调解居民宅基
地纠纷等工作，每件事都
尽心尽力地完成，从不讲
条件。后来，镇派出所由
于正式干警少，警力较为
薄弱，而一身武功的丁曙
光为人正直仗义，是镇上
有名的铁肩担道义青年，
镇政府便委派他到派出
所帮忙。迄今22年，工资
仍由乡政府出，而丁曙光
也一直是派出所一名编

制外的协勤，没有穿上过
警服。但即便如此，他却
时刻以一名正式干警的
标准要求自己，经过努
力，早已成为全镇治安队
伍中的尖子。

2009年10月，丁曙光
与派出所干警在辖区黄
河大堤巡逻时，一辆盗窃
潜逃车辆见到警车亡命
逃跑。干警一口气追到黄
河6号码头，嫌疑人见无
路可逃跳入黄河。丁曙光
见状也跳入黄河将嫌疑
人救出。事后他说：“当时
只考虑他该救，不能因为
对方是逃犯就怕危险不
救。”

也是这一年，梁山联
谊淀粉厂扩大公司规模
征地扩建厂房时，因为不
了解情况，挖掘机将黑虎
庙村张家祖坟挖破了，尸
骨都露了出来。在当地农
村，这可是一大忌讳。大

为恼火的张家聚集50余
人到工地讨说法，厂外一
时骂声鼎沸，工厂玻璃被
飞石砸碎，事态极为严
重。此时，丁曙光赶到了
现场，及时遏制住一场即
将爆发的恶性事件。由于
他平时群众基础极好，办
事公道，事件双方都信任
他，很快各自派代表谈
判。经过调解，厂方出了
一部分资金，另外找了一
片“风水”好的地方，将张
家祖先的尸骨重新安葬。

丁曙光的小学老师
丁运福介绍，自幼习练武
术的丁曙光从小就是孩
子王，带头帮村里的孤寡
老人做了许多的好事，数
十年如一日。“要是到村
里搞个测验，99%的人不
会说他孬。”丁运福说。因
为乐于救急救难，丁曙光
在乡里有了“丁大侠”的
美名。

丁曙光告诉记者，他心里确实有一种“武侠情结”，而弘扬社
会正气，是他对现代武侠精神的一种理解

因为长期挺身维护地
方治安，见义勇为，丁曙光
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
反响，齐鲁晚报也曾几次
报道丁曙光事迹。央视在
报道中更是将其称为“最
美中国人”。

3月1日，记者在梁山
县杨营镇丁庄村丁曙光
的家中看到，因为常年将
心思扑在工作上，他的家
可以用一个“破旧”来形
容，屋内“天花板”足足破
了上百个洞，丁曙光却没
有时间维修。屋里院内没
有一样值钱的物件。据了
解，因为只是派出所协
勤，22年来丁曙光从镇政
府拿的工资还不到正式
干警的1/3。今年起，他多
年的 5 0 0元工资升到了

920元，而正式民警的工
资已经涨至2600元。“光
自己也不够花的。”对此
丁曙光不在乎地说，“家
里上上下下靠妻子开一
个烟酒店的收入过活。”

尽管家里实在谈不上
富足，但丁曙光的妻子侯
春景发自内心地为丈夫的
义举和品质感到骄傲。采
访中记者问她：“开了个商
店，担心不担心别人报
复？”侯春景说，自己起初
也担心过，后来认识到丈
夫抓贼是好事，如果现在
抓了只判三年，等以后罪
恶重了再抓就得判六年。

“(歹徒被抓)重获新生还
应该感谢他呢！真遇到钻
牛角尖的打击报复，咱就
再抓他受教育……”她哈

哈大笑着说。
1月31日在师庄村抓

两名骑摩托车的劫匪时，
丁曙光对付劫匪并未使出
真本事。他的父亲、梁山本
地知名拳师丁运孝说：“我
很了解儿子，能不伤他尽
量不伤他。要是使劲，一推
关节胳膊就折了，弄残了最
终还是社会的负担。”记者
明白，作为佛汉拳的第九代
传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
来先后传授600多学生的丁
运孝此言并不虚。

身为佛汉拳第十代传
人，丁曙光告诉记者，自己
从小看《少林寺》、《霍元
甲》等长大，心里确实有一
种“武侠情结”，而弘扬社
会正气，是他对现代武侠
精神的一种理解。

丁曙光在自己家院里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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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身边是否有如雷
锋般以助人为最大乐趣的
好人？是否有忠于职守，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
同事？本报开辟专栏向全
省读者征集线索，欢迎您
踊跃推荐您身边的新时代

“雷锋”。
全省读者可通过本报

读者热线96706，或关注齐
鲁晚报官方微博 (h t tp：//
weibo .com/qlwb)，推荐您
身边的“雷锋”，或参与本
报“学雷锋做山东好人”
话题讨论。

请您推荐

身边的“雷锋”

本报2月7日对丁曙光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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