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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

让他放心去完成任务
等他平安回来

说起儿子沈盛彪，母亲严阿姨是非常自豪
的，“这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无论学习还是生
活，都没让我们操过心。在语言方面很有兴
趣，也很有天赋，日语、法语都是自学的。”

沈盛彪报名去维和前，征求了父母的意
见。军人出身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支持的，严
阿姨却不同意。她了解过出国维和要面临的
种种危险，心里非常不安。

不过沈盛彪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并跟父亲
一起做严阿姨的思想工作。慢慢地，严阿姨也
想通了。

“这两年，他参加了维和的培训，想法越来
越坚定。他说，自己在培训中遇到了很多外交
官员，他们的思想境界很高，目光也很远大，跟
我们平时生活中所接触的层面不一样。是我
的眼光太窄，太局限了。”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这两年我给他介绍
相亲对象，希望他能早点成家，但他从来没跟
相亲对象聊过。他说，有了妻子孩子，牵挂就
更多了，就更走不了了。他还让我不要担心，
等他维和回来，会好好考虑自己人生大事的。”

“他一直跟我说，入选维和警队，妈妈应该
为他感到骄傲、感到高兴。因为这是祖国赋予
的任务，是一份担当，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
感。完成这份任务，也能让他的人生经历更丰
富。”

儿子的这些话，严阿姨是记在心里的。但
儿子远行，做母亲的怎么可能不担心。前天送
别，严阿姨忍住了眼泪，但回来后，还是哭了，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又想了想，还是要支持
儿子的决定。他出去维和，已经面临很大压力
了，我不能再增加他的顾虑，我要让他放放心
心地去完成任务，等他平平安安地回来。”

同事说：

他喜欢这身警服
海曙公安分局户政中心主任陆敏丽说，该

局的出入境窗口目前日均受理业务近400笔、
年受理量达50000余笔。在出入境管理科工
作的沈盛彪对此倾注了许多精力。

有一次，沈盛彪在审核一起护照申请时，
发现申请人有一条外地公安局上报的法定不
准出境撤销记录。凭借职业敏感，沈盛彪希望
对方公安局协查此人牵涉案件的状况，结果发
现，此人因合同诈骗仍在取保候审中。沈盛彪
及时处置，成功阻止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办证外
逃。

去年8月初，一派出所民警在走访几名日
本人时，发现这些人不接电话，平时上门也没
人，似乎在刻意回避。于是，沈盛彪出马了，他
跟着辖区民警去敲门，听见房内传来交谈声，
却没人开门。他用日语试探地说了一句：“我
是派出所的民警，你是从日本来的吗？”房里的
人马上就把门打开了。原来，里面住了两名从
日本来宁波进行短期汉语进修的女学生，因语
言不通害怕陌生人，不敢开门。因为一句话，
沈盛彪取得了她们的信任，走访顺利完成。

陆敏丽说，很多人在工作许久之后，依旧
不忘初心，保持纯真，沈盛彪也是如此。他喜
欢身上的警服，他的出入境民警工作已经不单
单是他的职业，而是他的生活了。

记者 张贻富 王思勤 通讯员 钟陶行

本报讯（记者 张贻富 王思勤 通讯员 钟
陶行） 昨天下午，省公安厅在杭州举行赴南苏丹民
事维和警队出征仪式，我市民警沈盛彪随同出征，成
为全省公安队伍中优中择优的7名队员之一。据
悉，这是我省公安继2010年赴利比里亚维和
以来，第二次成建制组建民事维和警队。

出生于1984年的沈盛彪是海曙公
安分局户证中心出入境管理科民警，
是个地地道道的宁波小伙。一米八
的个子，看上去高大结实，脸庞却很白
净，像个文职人员。因为精通三门外语，
他得了一个外号——“快译通”。分局办理
涉外案件，只要遇到语言难题，大家就习惯找他，
当然，他也很乐于帮助大伙解决这些棘手的事情。

2007年，沈盛彪从浙江省警察学院法学专业毕
业，自学了英语、日语、法语三门外语。他做过刑警，
也做过社区民警。2010年，他被公派到日本参加了
为期21天的短期研修，随后就到了海曙公安分局户
证中心出入境管理科。

“我父亲是个军人，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
对出国维和有一种特别的情结。”沈盛彪告诉记者，
2010年我省公安组建民事维和警队赴利比里亚维
和，当时他在警界还是个“菜鸟”，不符合报名条件，
只能抱憾。这次又有了这样的机会，沈盛彪自然不
想让自己后悔。

“想成为维和警察，竞争十分激烈，其间淘汰了
很多人。特别是在公安部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参加决
选的时候，需要连续通过英语、驾驶、射击三个项目
的测试，其中英语是警务英语，专业性很强。三个项
目连续测试，只要一项没通过，就直接淘汰。”沈盛彪
介绍说。

最终，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多年来知识、体能
的储备，沈盛彪赢得了这次出国维和的机会。今天，
他将随警队飞赴河北廊坊，月底将从那里踏上征程，
赴南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沈盛彪在南苏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难民营区的
难民保护、秩序维护和协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他
知道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仍然不少。

据了解，南苏丹自2013年以来持续爆发武装
冲突，仅去年7月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冲突，就造
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中国维和人员。这
次赴南苏丹维和，是浙江警队参与的危险系数最
高的一次。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维和警察？昨天，在出征
仪式前，记者对沈盛彪进行了专访。

记者：听说你是会说三门外语的警界“快译
通”，你是怎么做到的？

沈盛彪：在我的手机里，有9种词典的APP：
大辞泉、小学馆、urban dictionary（英语俚语词
典）、日语词典、法律英语词典、GRE词典……平
常工作中，我还有个座右铭：Look sharp，act
sharp，be sharp（眼睛要尖、动作要快、脑子要
灵），这也是我的微信个性签名。

学习外语是个人兴趣，一般都是活学活用，
拿来就直接用了。生活中，我非常简单，除了吃
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给了学习外语。
在家里，看书和练习是我每天的功课，课间休息
的方式也是看原版美剧。我比较喜欢玩极品飞
车，里面有一个桥段是警察追捕，里面有很多用
语，多听听就记下来了。

平日里积累多了，我对于外语学习也更加执
着。除了英语，还通过了日语1级（最高级别）测
试，目前还在学习法语。

记者：这次你成为维和警队一员，跟会三门
外语有关吗？

沈盛彪：本来这次全省共有23名民警通过

了联合国的甄选考核。去年，考虑到任务区的严
峻形势，公安部最终决定进一步优中择精，选派
7人组成中国第六支南苏丹维和警队。我能成
为其中一员，可能正是得益于自己的语言优势。

记者：目前南苏丹持续战乱，环境也很恶劣，
你将怎么面对这些危险的挑战？

沈盛彪：我知道南苏丹自2013年以来持续
爆发武装冲突，这次维和任务是浙江警队参与的
危险系数最高的一次，不过相关方面为我们每个
队员配备的防弹衣都是特制的，也特别厚，能防
范AK47步枪的射击。

在此之前，我了解过，南苏丹属于热带草原
气候区，全年高温，最高气温超过55℃。在那片
土地上，不时会有黑曼蛇、蝎等毒物出没，疟疾、
黄热、黑热、霍乱、登革热等热带疾病也在肆虐。
此外，当地物资极其匮乏，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人
口面临严重饥荒，仅有40%左右的地区勉强能
够供应饮用水，电力也严重不足。

不过，我对这次远征还是满怀信心的。我带
上了脱水蔬菜、便携式的净水设备和各种药物，
还带上了蔬菜种子，我已经做好了在最艰苦的环
境下生存并工作的准备。

记者 张贻富 王思勤 通讯员 钟陶行

我市一民警出征赴南苏丹维和
他精通三门外语，外号“快译通”

专访沈盛彪：

维和警察是怎么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