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警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如何保护自己？

时刻保持警惕是防护关键
本报记者 王颜 曹剑

“ 1·04”案件发生后，工作在一线的民警为保护人民利益直
面各种突发危急情况时，他们的安全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在
突发事件中，民警究竟该如何保护自己？13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说起人民警察这个职业，泰
安特警支队二大队三中队的队
员们感觉特别有话说。队员李庆
峰告诉记者，他们在出警时遇到
的各种突发特殊情况，常常让人
难以预料。

特警队员郝波告诉记者，出
勤时遇到犯罪分子暴力反抗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很多次晚上出
警时，遇到犯罪分子持刀拘捕的

情况。“在一些娱乐场所门口，经
常有一些年轻人酒后打架闹事，
他们手中往往带着匕首、砍刀等
管制刀具，处理这种事件时就需
要一些特殊的技巧了。”郝波说。

胡栋(化名)对曾经在派出
所工作的经历也是记忆犹新。

“我们每天做的事又多又杂，一
般是走进老百姓家中，或是调解
邻里之间的纠纷，或者到社区里

做些防范工作，通常不随身佩带
着警械装备。”胡栋说，他也遇到
过相当危急的情况，曾经因为处
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警服都被
对方的匕首划破。

“干我们这行，不可能没有
危险，有时也曾遇到过许多对警
察进行人身攻击的案件。”泰安
市巡特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民
警冯毅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般民
警在正常出警中，都需要配备单
警装备，例如警棍、匕首、手铐、
急救包等。佩戴单警装备也有规
定，要求民警要身穿警服。如果
是处理恶性事件，作为民警都会
对案件有个事先的了解，摸清情
况，分好工。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泰安
特警支队二大队三中队的驻地，
特警队员们正全副武装准备出
警。记者看到，特警队员们都头
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腰间则

悬着单警装备，有一名队员手中
还紧握着防暴枪。

特警队员介绍，“1·04”枪
击案发生后，他们已经加强了外
出巡逻时的安全。“防弹衣、防刺
手套、警棍、防暴枪等都是必备
的。我们中队有 10 位队员，这些
装备有 5 套，在班上的队员都可
以配上。”三中队队长张伟说。

“我们有定期的培训，还不
定时地组织体能训练。每周二都
到训练场所练习擒拿、匕首操、
拳术、盾牌训练等。”特警三中队

队员郝波说，除此之外，支队也
是定期组织培训理论课和实战
演练。

据了解，公安系统的一线民
警和基层民警每年都要参加实
战训练，其中包括体能训练以及
擒拿格斗等训练。在实战训练过
程中，都有专业的教官对民警进
行指导。根据相关要求，一年中
实战训练不得少于 15 天。除了
实战训练外，还对民警在日常中
如何办案进行理论上的培训。

民警在日常出警工作中，该
如何保护自己？对此，记者采访
了泰安警察培训中心教务科副
科长王洪义，他在日常教学中专
门负责为民警讲解警务实战。

王洪义告诉记者，民警在接
到出警任务时，首先应该弄清这
起案件的性质，这也是至关重要

的。处理案件时，民警首先要有戒
备心理，作好行动前的评估工作。
另外，根据不同情况，民警要和对
方保持安全距离，比如盘查过程
中要保持 2 至 3 米的距离。如果
对车辆进行检查，那就要保持 5
到10 米的位置，这样如果对象突
然发动袭击，民警有一定的反应

时间和空间。
王洪义还强调，民警在行动

时要注意使用掩体，比如墙角、
屋角、楼道等，这样遇到子弹或
凶器的袭击，能够有效地保护自
己。除此之外，警方的武力装备
一定要强于犯罪嫌疑人，这样才
能形成震慑作用。

专家看法：保持警惕是防护关键

苦练内功，定期进行体能训练

职业警察，工作中充满了危险

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准备出警。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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