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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元首外交引领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走深走实———

这是一份紧凑的外事日程：今年 6 月 19 日至 21
日，短短 3 天内，习近平主席分别会晤玻利维亚总统莫
拉莱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尼泊尔总理奥利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等 4 位到访的外国领导
人，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
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这是一种饱含诚意的相处之道：不管来自世界哪
个大洲，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中国总是平等相
待，以礼相待。

夙兴夜寐之勤勉，筑牢友好之纽带。党的十九大以
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同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会谈会见多达 50多人次。

主客场并进，双多边结合，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
外交全面拓展，中国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朋友
圈”越来越大。

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
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
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

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是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应有之义。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在事实上
实现了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与此同时，中东问
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中
国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劝和促谈，维
护正义，为世界稳定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柱。”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如此赞誉。

焕发新气象———
“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
国家必将日益繁荣昌盛，必将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
节时的讲话

2018 年 5月 25日，北京大学朗润园内，就职于南
苏丹总统办公室的摩西和其他 23 名来自 9个发展中
国家的学员获颁“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研修班”结业证
书，结束了他们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期
一周的学习。

希望近距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学习中
国减贫和反腐败经验，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党
的十九大闭幕后，世界各地传来越来越多这样的呼
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2017 年 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由外
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出版百余
日时，这部书全球累计发行量就已突破 1300 万册。

“这不是一本仅供中国读者阅读的书，而是所有人
都应该阅读的书。”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全球化”理念
首创者阿尔布劳说。

去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越南岘港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老
挝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党的十九大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首次
出访。5 天时间里密集开展近 40 场双多边活动，习近
平主席面向世界宣示中国发展道路和执政方略，引领
亚太区域合作，为充满挑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注入来
自中国的正能量和稳定性。

以政治家的境界阐释理念，以战略家的眼光发出
倡议，以实干家的气魄推动合作，以外交家的风范凝聚
共识，元首外交的中国范儿，赢得世界喝彩。

这是中国方案的全球回响———
“‘一带一路’朋友圈再扩容！”2018 年 6月 19日，

人民大会堂，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中国和玻利维亚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等双边合作文件。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
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开工建设，中泰铁路合
作项目一期工程开工，雅万高铁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党的十九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频频传来
捷报，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对“一带一路”
倡议投出了“信任票”和“支持票”。

在国际舞台上，全球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
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之关
联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已先后 5 次扩容，成员
总数增至 86个，遍布全球各大洲。

“习近平主席是非常务实的政治家，过去短短五年
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积极变化。”巴基斯坦公共政策
研究所主席布尔基说，“相信习近平主席可以带领中
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平稳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这是中国担当的国际期许———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的四

大主场外交活动令人瞩目：
4月在海南举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习近平主席

宣布了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
6月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赋予“上海精神”

新的时代内涵，描绘了上合组织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发
展蓝图。

9月将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主旋律是
“一带一路”；11月将在上海首次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主旋律是市场开放。

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
京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从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每一场主场外
交，都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新的时空坐标，新的伟大征程。
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不断开创新的局面，谱
写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何军、尚升

月上柳梢，库车县牙哈镇的街上行人寥寥。街道两旁的商铺
早已打烊，唯独一家打馕店还灯火通明，几个人影仍在忙碌。

经营这家打馕店的是一位叫艾尼瓦尔·吐木尔的中年大叔，
胖嘟嘟的脸被馕坑里的炭火烤得通红，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与平常一样，他和妻子正在为牙哈镇中学的 40个贫困学生
赶做营养馕，等待他们晚自习下课后来取。

现在，艾尼瓦尔每天要免费送出去 110个“爱心营养馕”，除
了牙哈镇中学的 40个，库车县三中还有 70个。不过，相比最多
时候的每天 210个，他肩上的担子已经轻了很多。

小本经营的艾尼瓦尔自 2010 年起开始为贫困孩子提供免
费馕当午餐。2016 年，在中央的关心支持下，新疆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吃上了营养午餐，无论是走读还是寄宿的学生，中午都能吃
到抓饭、羊肉、拌面、炒面，离家远的贫困生中午的吃饭问题也随
之解决。从那以后，艾尼瓦尔便开始为寄宿学校的贫困生提供免
费夜宵。

初步统计，艾尼瓦尔 8 年来累计送出“爱心营养馕”30多万
个，折算下来价值库车县城里两套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可他
让数千名贫困学子吃上了免费午餐、免费夜宵的同时，自己却与
妻子长年租住在狭小简陋的破房子里。

“返贫”决定

42 岁的艾尼瓦尔从小在牙哈镇巴格万村长大，在家里 5个
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村里的民间艺人，依靠有一顿没一
顿的演出收入和家中 3 亩地的微薄收成，勉强养活一家人。

小时候，每天吃点苞谷面，喝几口糊糊，白面做的馕只能逢
年过节才能吃上。艾尼瓦尔回忆，由于家里负担太重，上小学三
年级时，他不得不离家当学徒，学打馕、做烤包子，学成后四处打
工挣钱。

2007 年，省吃俭用攒了一些积蓄的艾尼瓦尔结了婚，并和妻
子在牙哈镇中学校门旁边开了一家打馕店。“那个时候，一天最多
能卖 500多个馕，净收入 150元左右，手头开始宽裕起来。”

然而，就在日子好转时，艾尼瓦尔的一个决定，又让一家人
回到之前的清贫生活中。

2008 年 8月的一天中午，一位身着牙哈镇中学校服的男学
生，手里攥着 5 毛钱，在打馕店前，盯着馕转了三四个来回。

心思细腻的艾尼瓦尔主动走到这个男孩的跟前问，“是不是
肚子饿了，想吃馕？”随后拿了一个原本卖 1 块钱的馕递了出去。

男孩接过馕，将手中的 5 毛钱放在桌上。艾尼瓦尔接着问：
“学校里没带钱、中午吃不饱的孩子多不多？”男孩点了点头。

本地长大的艾尼瓦尔知道，当地维吾尔族农民有一个习惯，
他们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得饱饱的，然后下地干一天
农活，下午回家再吃一顿。
中午家里没人做饭，很多上学的孩子只能在外面买点吃的。

条件好的家里每天给上几块钱，条件不好的就只能给个几毛钱。
“明天中午把吃不饱的孩子都叫过来，我这里天天打馕，你们

过来吃，不收钱。”他告诉男孩。
当天晚上收摊后，艾尼瓦尔向妻子热汗那木·阿布拉说起了

中午发生的事。
“我们帮帮这些孩子，怎么样？”
“连房子都没有就帮别人，别人不会认为我们是疯子吧。”
“他们中午回不了家吃饭，和我小时候一样，看着心里难受。”
“我们就这个条件，能帮别人多长时间呢？”
“那就先帮一下看，能帮一天是一天，能帮两天是两天”。
一番商量后，夫妻俩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

倾“馕”相助

第二天中午，男孩带着 15个同学来到了打馕店，艾尼瓦尔
一人给了一个馕，他们一边啃一边高兴地回学校了；第三天又来
了 20多个孩子，艾尼瓦尔照例一人给了一个；第四天，第五天，
第六天……来拿馕的孩子越来越多。

“人再多一点的话，店里的周转资金可就难以为继了。”原本
就赊着面粉店账的艾尼瓦尔感觉有点吃不消了。

他回家细细算了一笔账，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既帮助
孩子，又继续把生意做下去，眼下一天只能送 50个馕。

为了帮到真正困难的学生，艾尼瓦尔和妻子决定去找牙哈
镇中学校长库迪来提·萨依提，让学校来提供这 50个人的名单。

库迪来提没有当场答应。几天后，学校里的两个老师来到了
打馕店里，他们说：“艾尼瓦尔师傅，您送学生馕吃是好事，但这

个牵涉到学生的饮食安全，需要签一个协议。”艾尼瓦尔没有犹
豫就签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学校从 250多个贫困学生中选出 50个家庭条件最差
的，将名单送到了打馕店，夫妻俩每天中午按名单给学生发馕。

一个学期过了，生意越来越好的艾尼瓦尔开始觉得自己有
能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就渐渐增加了送馕的个数，60个，70个，
140个……最多时每天送出去 210个。除了牙哈镇中学，库车县
三中和牙哈镇中心小学也收到了艾尼瓦尔的营养馕。

牙哈镇中学副校长地力木拉提回忆，“那个时候，打馕店一
到中午就排起了长队，艾尼瓦尔还准备了免费的茶水，学生可以
坐在一起吃馕喝茶，大家有说有笑，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

送的馕越来越多，艾尼瓦尔和妻子只能早起晚睡，最忙的时
候一天要工作 20个小时。“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不敢休
息，一休息就有孩子要饿肚子。”热汗那木·阿布拉说。

在打馕店的一个角落有几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
的纸票，上面写着艾尼瓦尔营养馕茶馆。艾尼瓦尔说，每次对名
单多少有点伤孩子的自尊，自己就专门印制了馕票，他定期将馕
票交给学校，由学校发给贫困学生，学生凭票就能领到馕。

而为了帮助学生，他和妻子结婚后长期住在出租房里，直到
去年才依靠国家富民安居房优惠政策的补贴，在村里盖了 3间
新房，新房只是做了简单装修，电视机、洗衣机都是二手货，连门
都是老房子卸下来重新安装的。

爱的味道

在新疆，库车县的馕远近闻名，光种类就有 50多种。但对当
地许多孩子来说，艾尼瓦尔师傅打的馕，是最好吃的。

不同一般市场上卖的馕，艾尼瓦尔送的营养馕里，额外加了
鸡蛋、牛奶、清油、白砂糖，还撒了瓜子，这是他为学生特制的，一
个就能吃饱。“两个馕用一个鸡蛋，10个馕用一公斤牛奶，孩子吃
不腻还有营养。”

吃了 6 年免费馕的牙哈镇中学初三学生阿尔祖古丽说，“艾
尼瓦尔师傅做的馕的味道永远留在了心里，那是自己吃过最香
的，因为那是用爱做的。”

艾尼瓦尔很喜欢孩子，可妻子一直无法生育，他现在收养了
已经去世的表妹的孩子。“除了我的儿子，还有很多孩子惦记着
我，他们当中有不少考上了内地的大学，有的还写信让我去玩。”

曾在牙哈镇担任党委书记郭虎告诉记者，除了免费给贫困
生送营养馕，艾尼瓦尔每年还拿出几万元帮助那些考上大学的
贫困孩子，救济生活困难的独居老人。“他的善举有效引导了各
族青少年崇德向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艾尼瓦尔大徒弟说，他的目标就是要开一家自己的打馕店，
像师傅一样帮助有困难的人。

肉孜古丽·艾尔肯是牙哈镇的高二学生，自 2013 年开始，她
和妹妹中午就在艾尼瓦尔的打馕店吃馕。“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
生，等艾尼瓦尔师傅老了要照顾他，更要像他一样去帮助别人。”

八年如一日的无私付出，艾尼瓦尔已在当地家喻户晓，但他
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自打送馕后，店里的生意就
越来越好，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1500个，很多人是为了帮助我
一起做好事才来买馕的，所以这是大家的功劳。”

倾“馕”相助，烹制“爱的味道”
新疆“打馕大叔”八年送贫困学生 30 多万个馕

▲艾尼瓦尔·吐木尔在为贫困学生做“爱心营养馕”（ 4
月 2 日摄）。本报记者何军摄

本报记者姜伟超、张睿

“叮、叮、叮……”在甘肃省平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公楼的
楼道里，高跟鞋轻扣地面的清脆声由远及近，一位身着警服的女
警官出现在记者面前：一米六稍微过一点的个头，身材纤细，相
貌姣好，神情微肃，宽脚警裤下高跟鞋小巧的鞋尖微露。

这就是史秀萍，全国十大禁毒先锋，从警 31 年、缉毒 20 年，
侦破或参与侦破各类案件 3620 余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4250多名。在与贩毒分子一次次短兵相接中，史秀萍以女性的
柔和韧，绽放出令警营清芬的微笑。

“斗智斗勇更要斗志”

1994 年，地处西北六盘山东麓的平凉市毒情形势逐渐严
峻，毒贩携毒在宁夏和平凉之间来回穿梭。那时在公交车站十元
钱就能买一个“包”，市里自行车大量失窃，入户盗窃案频发。

为了打击泛滥的毒情，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将原来的禁
毒小组扩大为禁毒大队，因社会上女性吸毒人员增多，大队决定
吸收几名女民警。

“都说缉毒又脏又累还危险，没人愿意去，全市警察系统 50
多个女的只有我一个人愿意，最后大队就把我招进来了。”就这
样，当时还在崆峒分局负责接电话的史秀萍，成了平凉历史上第
一位缉毒女民警。

那时吸毒的人多，抓起来都是一窝一窝的，史秀萍就自己去
敲吸毒者的门，利用女性的身份优势，找到吸毒人员的窝点后，

她就在晚上冒充吸毒者的家属，去窝点敲门“找丈夫”。久而久
之，崆峒分局禁毒大队形成了一个办案“套路”：史秀萍假扮各种
身份，“骗”吸毒者打开门后，民警迅速进入，顺利实施抓捕。

1996 年，入队两年的史秀萍接到任务，需要她化装成一位
女老板和一名毒贩接头并购买毒品，摸清贩毒团伙的人员构成、
毒品来源、贩毒渠道以及携毒交易的时间地点。

史秀萍一口答应下来。“当时没有想危险，反而还很激动。”
史秀萍说。

她换上皮衣，双手戴满戒指，脚踩一双红色高跟鞋和亡命毒
贩前前后后共洽谈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毒贩对史秀萍的身份
已是深信不疑。“那时候全国缴获 50 克毒品就已经算是大案了，
结果最后交易现场缴获了 100 余克海洛因。”史秀萍回忆起 20
年前的“疯狂”，云淡风轻。

这个案子让史秀萍荣立缉毒生涯的第一个个人二等功。在
抓捕现场，当埋伏在一旁的缉毒民警一拥而上，将毒贩人毒俱获
后，乔装卧底几个月一直从容冷静的史秀萍一下瘫倒在地，手和
腿抖得不像是自己的。她使劲把双手握在一起，还是抖，戒指互
相摩擦，发出“擦擦”的声音。
禁毒战场，不仅要斗智，关键时刻还要斗勇。
2017 年 4月 2日，平凉市禁毒支队接到线报，一名外地毒

贩即将到平凉市静宁县境内进行毒品交易。史秀萍立即指令一
组队员驾车赶往静宁高速公路入口处蹲点，她随后从家里驾驶
私家车赶去。一天一夜的蹲守后，犯罪嫌疑人的车辆终于出现。

时值清明假期，高速路不收费，原本停车缴费的时间停顿没
有了，毒贩驾驶车辆从高速路口直冲而出，眼看就要驶进匝道。
情急之下，史秀萍冲着埋伏在路边等候指令的缉毒民警大喊
“抓！”，一边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高速追向毒贩。就在毒贩车辆就

要冲进匝道的当口，史秀萍一脚油门撞了上去……
撞停后，史秀萍拉开车门与走投无路的毒贩搏斗在一起，迅

速和民警把毒贩制伏。“当时也忘了自己是个女人了，打过打不
过都必须要打，这是拼命的事儿。”史秀萍笑笑。

回到警队，天降大雨。史秀萍看着面目全非的一侧车头和被
撞坏的后车门，刚刚生死搏斗的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史秀萍一屁
股坐进车里，十几分钟后才缓过来。

“缉毒工作要斗智斗勇。”史秀萍歪着头笑了笑，细长的鞋跟
扣着地面，发出“叮叮”的轻响，“但最关键是斗志，这个工作没有
敬业精神的干不了，社会关系复杂的干不了，爱钱爱权的干不
了，要克服这几点可不简单。”

“剑胆和琴心一样都不能少”

禁毒战线一直是男人的战场，缉毒队更是名副其实的“男权
社会”。初入禁毒队的史秀萍长发飘飘白衣飞扬，当时的公安局
老领导笑称高粱地里长出来一支莲花。关键是这支莲花还开得
热烈，开得“目中无人”。“高粱”们不干了：“一个女人瞎掺和什
么！”史秀萍也“恼”了：“凭什么高粱地里就不能长莲花？”不服输
的史秀萍立志干得比男人们还要好。

2004年夏，史秀萍被任命为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禁毒大队
大队长。禁毒队仅有的一个女人当了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史无
前例的任命一下发，全市整个禁毒系统炸开了锅。

上任当天，崆峒分局局长来到史秀萍办公室，一进门直直盯
着史秀萍看了两分钟。直到把史秀萍看害羞了，才用沉甸甸的语
气说：“史秀萍啊史秀萍，局党委任命你当大队长，包括我在内可
都是咬着后槽牙的，你一定要争这口气啊！”

万事开头难。刚上任，队里的“高粱”们就给史秀萍来了个
“下马威”。适逢平凉市有个重大活动，市公安局通知崆峒区公安
部门民警上街执行任务。前一天晚上，史秀萍通知全队六点三十
分街面见警。谁知到了第二天除了史秀萍外一个人也没来，全队
的男民警集体放了史秀萍的“鸽子”。

史秀萍心里清楚，这是个纪律问题，也是一场男人和女人的
“战争”。史秀萍把上级给的纪律处分一人扛了，就像没事人一样
每天照旧早晨七点半在禁毒队楼道里响起高跟鞋的“叮叮”声。
等大家都上班后，就从已发案件中捋线索、找案情。唯一不同的
是，史秀萍带着大家搞了一次全队大扫除，把一群大老爷们多年
积下的烟头、烟盒、破鞋子破袜子等垃圾整个清除了一遍，用白
灰给禁毒大队办公场所来了一次“美颜”。

环境好了，男人们气顺了不少。“看着一个女人白天忙进忙
出，晚上分析毒情、整理线索、布置抓捕方案，有时候孩子就睡在
作战室，心里不好受，是个男人就忍不下心。”一位和史秀萍搭班子
多年的缉毒民警说。

家和万事兴。队伍带顺了，奇功不愁得。2004 年 10月份，平
凉市公安部门获得一条线索，有贩毒分子乘坐班车从云南往宁
夏运送大宗毒品，途径平凉。时逢国庆假期，车站、高速路上人流
匆匆车流滚滚，且案件线索简单，指向不明，史秀萍就带队在车
站和高速路口分别布点，凡是路过平凉的大巴一辆不漏地搜查。

10月 7日，当天最后一辆抵达平凉的班车被拦下后，史秀
萍“闻”出了不一样的“气味”。她断定，毒贩就在这辆车上。

史秀萍登上车，倒数第二排的一名男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他肯定就是毒贩，但人带出来后，车搜了人也搜了，就是死活找

不到毒品藏在哪里。”史秀萍说到这里皱了皱眉，脸上透着焦急。
一直从下午 4点钟审讯到晚上 10点，全队都没吃饭。当史

秀萍把队友给自己买来的炒面片递到毒贩手里的时候，毒贩松
口了：“东西在我肚子里。”

史秀萍和民警把毒贩拉到医院一透视，发现装好的毒品在
毒贩肚子里一节节整齐排列，从胃一直延伸到食道。那时候人
体藏毒刚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排毒，史秀萍就采取笨办
法，亲手给毒贩一口一口喂饭，让其一节节把毒品排出来。

毒贩醒着，史秀萍必须醒着；毒贩睡了，史秀萍就抓紧和队
友去梳理案情，整理案卷。整整六天六夜，史秀萍双眼熬成了两
个“红血泡”，毒贩体内藏的最后一节毒品也终于排了出来，共
500 克。至此，甘肃首例体内特大藏毒案件告破，轰动我国西北部
禁毒系统。

“做一个小女人的梦”

2017 年在甘肃省“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颁奖典礼现
场，当主持人问史秀萍最让她骄傲的事是什么时，史秀萍泣不
成声：“我没时间管儿子，但儿子一直很懂事，自己努力考上了大
学，他就是我最大的骄傲。”

说起这些，史秀萍眼睛再次湿润。2012 年 6月初，儿子高考
就在眼前，史秀萍追一个案子也到了紧急时刻。她带领专案组
紧盯不放，精心布局，随后又从平凉赶赴兰州，奋战一夜将贩毒
团伙一举成擒。儿子进考场了，史秀萍却把毒贩的脚链和自己
的脚套在一起，歪在车上睡着了。

儿子从考场出来，给史秀萍打电话，埋怨妈妈在他人生的
紧要关头“失陪”，加上一直担心妈妈安危，说着就哭起来。史秀
萍这才想起儿子今天高考，自责之下，也在电话另一头大哭。

自责归自责，案情不等人。2012 年 8月底，儿子大学将要开
学，史秀萍获取一条线索：一位缅甸籍妇女向甘肃运输大宗毒
品，随即带领专案组民警开展侦查。由于毒贩是外籍，身份不能
核实，语言不通，加之行踪飘忽不定，案件一度陷入“绝境”。经过
全队 4个多月跟踪堵截，2013 年元月案情出现转机，史秀萍带
领专案民警冒着严寒持续多天在室外守候，从一辆宁夏固原市
的出租车上将该缅甸籍女毒贩抓获，查获高纯度海洛因 1059
克，平凉市首例涉外毒品案件告破。

“母亲的性格并不是要强，而是发自内心的至柔和至韧，不
为攀比，也没有虚荣。”史秀萍的儿子记忆里，母亲一直来去匆
匆，但对他要求很严：“现在回家看着妈妈的背影，才慢慢理解那
并不是源于她在意旁人的眼光，而是真的严于律己。很多人喜
欢严以待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不同，但她不是。”

穿上警服，史秀萍是那个无坚不摧的禁毒女队长；脱下警
服，史秀萍仍是一个渴望随风起舞女人。她非常爱唱歌，且具有
专业水准，少女时曾梦想着考上艺术院校，多次偷偷去影楼拍
过艺术照……

史秀萍的家里，茶几上、窗台上放满了花束，床上、沙发上放
满了可爱的毛绒玩具。进门的过道里铺着一张地毯，上面摆着各
式各样的高跟鞋，有红色的，有黑色的，造型玲珑，样式别致。

每一双细脚伶仃的高跟鞋下面，都踩着一个小女人的梦。
“我今年 54岁了，当了一辈子警察，抓了一辈子毒贩，尽自己所

能维护了一方平安。有一天休息了，我会穿上年轻时就喜欢穿的裙
子，留一头长发，养一屋子花，静静地看它们开放。”史秀萍说。

一位女禁毒队长的“剑胆和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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