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宋海转 电话：6199503 ２０24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公安传真 3

������如果没有倒下，再过 7 天，他就可
以兑现给儿子庆祝生日的诺言； 如果
没有倒下，再过 20 天，他将迎来与妻
子结婚 30周年的纪念日。他一直念叨
着，要拍个完美的“全家福”，弥补对家
人多年的亏欠……

2024年 2月 11日 23时许，周口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快处快赔
中心负责人徐占军，在单位值班期间突
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周口市中医院救
治，2月 13日 17时 20分， 经全力抢救
无效，不幸因公牺牲，年仅 56岁。

从警 35 载，徐占军始终奋战在
交通管理执法执勤工作一线， 始终
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事业放在首
位， 面对艰巨且繁重的工作任务，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徐占军先后
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 个人嘉奖 1
次， 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2024年 2月 17日，记者来到徐占
军生前的办公室， 看到他使用过的办
公桌，战友们仍为他保持原样，仿佛他
明天仍会准点上班。 一件件无声的遗
物， 诉说着它们的主人生前的忙
碌———抽屉里， 放着厚厚一摞统计表
格， 那是记录徐占军生前最后调解处
理交通事故的工作清单；柜子里，挂着
徐占军心爱的警服， 可惜再也等不来
它的主人；电脑里，在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系统输入徐占军三个字， 一长串交
通事故处理列表映入眼帘， 鼠标滚轮
一直往下滑动，却看不到头……

徐占军的证件照。

工作中的徐占军（右一）。

徐占军（左一）和同事们进行业务交流。徐占军（中）为同事们授课。

徐徐占占军军：：从从警警 3355 载载，，用用生生命命守守护护群群众众一一路路平平安安
记者 任任富富强强 通讯员 郁郁发发顺顺

业业务务过过硬硬 ““办办案案专专家家””善善啃啃硬硬骨骨头头

徐占军牺牲后，同事在整理他办公室遗
物时，找到了 35 个工作笔记本和 67 本工作
台账。 50余万字的工作笔记，是徐占军勤思
善学、技能精湛的真实写照。在 30多年的交
通事故处理实践中， 徐占军自行摸索出一
套系统的交通事故处理执法工作方法 ，概
括来说，就是快处警、重勘查、细收集、多走
访、深侦查、重实效。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大

队长李树岭说：“徐占军自行总结的这套交
通事故处理执法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不仅处理一般交通事故
效果好，群众满意度高，而且在侦查交通肇
事逃逸案件中也屡见奇效。 ”

2022 年 9月 30日 2 时 11分许，在周口
市川汇大道音乐广场附近， 一辆轿车撞倒
两名行人后驾车逃逸，现场有人受伤。 接到
110 指令后， 事故处理民警火速赶赴现场，
两名伤者一人重伤，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人命关天。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立即启动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办预

案程序，迅速成立专案组，任命事故骨干专
家徐占军为专案组组长， 以五大队大案中
队为专案组主力军， 全力开展现场走访调
查、查缉布控、视频查找追踪等工作。

细节决定成败。 为争取黄金破案时间，
徐占军严谨细致， 对收集到的案发现场及
周边、 沿途 40 余处、28 个小时的视频监控
图像进行反复观看、分析研判、重点斟酌，最
终找到了案件侦破方向， 确定了车辆基本
信息，通过查询比对，发现车辆登记信息与
肇事车辆颜色、型号一致，案件取得重大突
破。

虽然案件取得突破，但徐占军不敢有一
丝懈怠。 他不顾劳累，又带队前往周口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许湾街道肇事嫌疑车主任

某的家中调查核实情况，但任某家门紧闭，
未发现任某及肇事嫌疑车辆的踪影。 事不
宜迟，徐占军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坚决一查
到底。 经过不懈努力，专案组终于在任某居

住的行政村北头河堤的一片空地找到了任

某。 经讯问，任某对其肇事逃逸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同事侯凤良介绍，他们值班时，每天
夜里 12 时以前， 从未见过徐占军有休息的
时候，他不是处理案件，就是通过翻看书籍
或浏览网页进行学习， 他的学习笔记是全
队最工整、字数最多的。

“徐占军业务能力强、勇于担当、工作严
谨、认真负责，复杂疑难案件交给他，他总能
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 ”李树岭表示。

“徐占军很喜欢钻研业务。 同事们遇到
疑难案件总喜欢向他请教， 他总是不厌其
烦地帮忙分析案情、解决难题，并随口说出
具体的法律依据。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五大队教导员刘兵说。 作为全市公安
机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家， 徐占军培养
了很多学生，带过不少徒弟，如高亚峰等，已
成为全省交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家。 徐
占军甘为人梯， 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总
结出来的宝贵工作经验传授给新同志 ，毫
不吝啬地发挥“传帮带”作用，每年为全市公
安交警授课 10 余场次， 周口市 80%以上交
通事故处理民警都听过他的课。

公公正正严严谨谨 88000000余余起起交交通通事事故故““零零过过错错””

2014 年 9月 30日 4 时许， 在周口市中
心城区文昌大道东段，一辆 3人驾乘的摩托
车与在道路边上从事非交通活动的张某

华、张某同发生碰撞，导致张某同当场死亡、
张某华受伤。

接到 110指令后，徐占军和同事迅速到
达现场， 很快确定这是一起酒后超速行驶
造成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但肇事摩
托车上的 3人均处于醉酒状态，且均不承认
自己有驾驶行为。 因案发现场周边无监控
设备，如何查清事实、精准定责成了难题。

办案经验丰富的徐占军围绕事故发生

后车辆和人员的形态，物体撞击后自由落体
的规律，摩托车驾乘人员位置不同、受伤位
置各异等信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察，并积
极收集相关物证、寻找目击证人……他冒着

酷暑，连续 5 天多次带领同事赶往事故现场
和医院，开展调查工作。最终，徐占军综合各
项调查证据， 初步认定了谁是摩托车驾驶
人。但如何形成证据链、准确地最终认定，周
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上海请来了全

国知名交通事故处理专家协助判定。
“你们的工作做得太扎实了！”上海专家

查阅徐占军等人收集的案件资料和相关证

据后给予高度肯定。 随后，该专家召开案情
分析会，并拿出具体的审理方案。次日，在全
面扎实的证据链条面前，王某某醉酒、无证
驾驶无牌照两轮摩托车载李某某、 王某冰
上路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导致张某同死亡、
张某华受伤的事实终于真相大白。

“此前，如果草草结案，我们就违背了公
平正义原则，还会引发投诉、信访等一系列
问题，埋下社会不稳定因素。 办案件只要一
丝不苟、实事求是，就能让每位当事人心服
口服！ ”案件办理结束时，徐占军向跟随他
调查处理该案件的民警谭军辉说。

从警 30多年来， 徐占军处理交通事故
8000 余起 ，实现了 “零过错 、零信访 、零投
诉”的工作目标，被同事称为专治各种疑难
杂症的“事故老中医”。

铁铁面面柔柔情情 用用初初心心彰彰显显正正义义温温度度

他如一盏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似
一团火，诚挚热烈，温暖人间。

“处理交通事故不能只着眼表面， 更要
着力背后。 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盼，才能赢得群
众的信任，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才算坚守
入党、入警的誓言。 ”这是徐占军在工作中
对同事说得最多的一段话。

“10年了，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
他，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 ”2024 年 2 月 18
日，商水县张庄乡八里王行政村村民李振回
得知徐占军牺牲的消息后，泣不成声地说。

李振回在几度哽咽中讲述了 10 年前的
故事。 一个深冬的凌晨，李振回在大雾中驾
驶面包车行驶在周口市中心城区滨河路西

段，因能见度低，他驾驶的面包车与一名骑

自行车的男子发生碰撞，出于恐惧和侥幸心
理，李振回迅速逃离肇事现场。

两日后，李振回的肇事逃逸行为还是被
徐占军调查得一清二楚。 面对讯问，李振回
刚开始拒不认罪。 在徐占军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地进行劝说后，李振回才说出自己的苦
衷。

原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李振回孩子的
学费还没有凑够， 他担心对方会讹诈自己，
让他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徐占军在
随后十几天内，往返于双方当事人家中。 看
到徐占军不辞劳苦地诚心“管事”，受害者表
示愿意谅解李振回，但前提是李振回需要赔
偿其住院期间的医药费。 几日后，李振回东
挪西借，仍未凑够赔偿款。 他垂头丧气地向
徐占军表示：“很对不起你这几天的努力，我
确实赔不起了，你还是拘留我吧！ ”

案件到此，事实清楚，调解遇阻，有法可
依，双方情愿，办案民警完全可以将李振回
一拘了之， 让事故双方当事人通过诉讼方
式处理矛盾。 但综合考虑李振回的家庭经
济情况和受害者的意愿诉求后， 徐占军决
定自掏腰包帮李振回垫付剩余的 5000 元赔
偿款和 2000元罚款，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此案若调解不成，拘留了李振回，他的
人生轨迹甚至家庭或许就此改变，我们执法
办案要力求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

一，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尽可能地挽救他
们！”徐占军常常用此案教育年轻民警，告诉
他们结案不是办案终点，还要做好案件追踪
回访工作，要真正为群众负责。

“我和徐警官非亲非故， 他却为我垫付
几千元，是他救了我们全家。他虽然不在了，
但是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言语间，李振回
已是满眼泪水。

敬敬业业奉奉献献 是是他他留留给给孩孩子子最最宝宝贵贵的的财财富富

得知徐占军不幸牺牲的消息，家住周口
市川汇区万基城市花园的陈国强彻夜未眠。
次日 6 时许， 他就急匆匆赶往周口市殡仪
馆，想送救命恩人徐占军最后一程。

陈国强回忆道，2018 年 9 月份的一天，

他驾驶小型轿车在大庆路与建设大道南侧

自北向南行驶时，突然被正在调头的大货车
从侧面撞个正着，回过神后，陈国强发现自
己驾驶的轿车已被撞到路边绿化带上，车门
推不开，他的双脚也被卡伤，血流不止。

“快！ 帮忙把车门打开！ ”第一时间赶到
事故现场的徐占军用撬杠撬开车门，焦急地
用双手扒出碎物，在群众的帮助下，把陈国
强从车厢内抬出来， 并为他进行简单包扎。
将陈国强送到医院后， 徐占军为其垫付了
3000 元医疗费。 此时，陈国强才发现，为救
自己，徐占军的手被碎玻璃扎破，他的白手
套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这么好的警察，咋说走就走了呢？我永
远不会忘记他。 ”陈国强泪眼婆娑地说。

在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

从事保洁工作的时杰雨想起徐占军对她莫

大的帮助，也是难掩泪水。 2013年 7 月份的
一天， 徐占军在单位门口看到精神恍惚、悲
痛欲绝的时杰雨，就赶忙上前了解情况。 原
来， 时杰雨的丈夫刚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身
亡，这对于身患败血症、无收入来源、有两个
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的时杰雨来说，无疑是
晴空霹雳。

了解情况后，徐占军积极向五大队领导
反映时杰雨的实际困难，并多次和五大队领
导一起，与保洁物业公司协调，为时杰雨争
取到保洁工作岗位。 随后，徐占军积极向五
大队领导申请，将时杰雨做为五大队党支部
帮扶对象。 10多年来，经过时杰雨的辛勤劳
动， 以及五大队党支部和徐占军的帮扶，她
慢慢走出了困境。

时杰雨回忆道：“徐警官很善良，我们全
家永远忘不了他的恩情，我只有加倍努力工
作，才能对得起他对我们全家的好！ ”

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轩

鹏表示， 徐占军从警 35 年来， 始终忠于职
守、任劳任怨、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从不“邀
功请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总是将立功
受奖的机会让给同事， 但他赢得了领导、同
事和群众的良好口碑。

60余本道路交通事故处警记录，一摞厚
厚的党史学习笔记、主题教育心得体会、会议
记录，一个存满工作资料的移动硬盘和 10多
张课件光盘，1995年以来的工作笔记， 上级
部门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家聘书……
这是徐占军办公室柜子里的全部“家当”。

2024 年 2 月 18 日，徐占军的儿子徐洪
轩抱着其父亲沉甸甸的遗物说：“这是我爸
留给我仅有的‘遗产’，加上放在家里的荣誉
证书，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我今
后要像他一样，努力学习、乐于助人、敬业奉
献……”

“今生今世一起走 ，相亲相爱到永久 。
占军 ，咱们说好的承诺 ，你却又一次食言
了……”2024 年 2 月 18 日晚， 看着丈夫微
笑的遗像， 抚摸着徐占军生前穿得最多、最
喜欢的荧光绿警服，徐占军妻子李长红的眼
泪再也控制不住。 她无法相信，那个说好要
守护她一辈子的人，就这样“无情”地离开了
她和孩子。

徐占军（左四）参加党小组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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