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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涌走的那天，是国庆黄金周的第 3 天。

假期的“浓度”正接近峰值，平时五花

八门的社会新闻也受感染变了样，不是各大景区

达到游客最大接待量，就是合家团聚发生了有趣

的事。

一开始，是新闻类 APP 推送了消息，很快社

交平台的热搜榜有了跟进：交警李涌牺牲。

山东省青岛市，不少市民惬意的假期被这简

短的 6个字打断了。人们先是震惊，然后开始四

处打听，或是涌入青岛交警和李涌本人的微博账

号评论区求辟谣。还有认识李涌的人不停拨打

他的电话、给他的微信留言。

他们再也等不到“李队”的回复了。10 月 3
日凌晨，时任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同三高速公

路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的李涌在执勤时，为保护一

名涉嫌酒驾司机的人身安全，坠落高速公路的一

处涵洞下，壮烈牺牲，年仅 55岁。

此后连续多日，青岛人的朋友圈总能刷到与

李涌有关的消息。在他生前工作过的中队门前

和他牺牲的涵洞下，一直有人默默送上鲜花。他

的最后一条微博下，一万多人前去留言。

青岛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李涌是谁。但对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李涌的离去，是一名好

交警的离去，更是一个好人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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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鹏飞第一次知道李涌，是大约 10 年前从

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那篇稿子用大篇幅报道了一名普通交警。”

当时田鹏飞在青岛当地媒体工作，职业敏感让他

仔细读了全文，“稿子里说这位交警会在执勤时

频频向司机竖大拇指，还自创了 10 种手势疏导

交通或是对驾驶员发出无声提醒”。

不久后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田鹏飞开车经

过位于市北区的山东路延吉路路口。那里是青

岛市南北交会点，每分钟通行车辆超过 500 辆，

是公认的该市第一堵车点。

“可那一天，路口通行竟然基本顺畅。”田鹏

飞一面轻踩油门，一面有意无意用眼睛往四周扫

了扫。

有个身着雨衣的人在车流间小跑着，劝阻抢

行车辆，引导直行车辆提前到路口中央待行。随

着田鹏飞离“雨衣人”越来越近，在持续的雨声和

间歇的鸣笛声之外，一个洪亮的声音伴随着警哨

声传入他的车内。不时，“雨衣人”会向排在队头

的车辆做出前行或停车的手势，如果司机领会意

思后照办，他都竖起大拇指以示赞许。

田鹏飞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他在报纸上看到

的那个人，交警李涌。

在青岛的老司机群体里，也许不是人人都知

道李涌的名字，但要是说起山东路延吉路路口那

个奔跑的身影，大多数人都能从记忆中捕捉到一

些片段和画面。

2009年，李涌调到交警市北大队辽源路中队

任副中队长。此后 8年间，有“市北大队第一岗”

之称的山东路延吉路路口处，他成了一个移动的

路标。用田鹏飞的话来说，李涌站在那里，“不是

站在马路上，是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有血有肉有活力。”这是很多青岛人对李涌

执勤时状态的评价。“隔着挡风玻璃，即使只是一

个眼神，司机都能感觉到他在跟自己交流。”网

友“治霖”说。

那几年，机动车驾驶人开车途中接电话、吸

烟、不按要求打转向灯等行为很常见。工作之

余，李涌自创了一套“温馨手势”。右手作话筒

状放在耳边，表示开车不能打电话；两根手指放

在嘴边，是要司机掐掉香烟；右手向前五指张

开，是提醒正确使用转向灯……时间长了，这些

手势成了经常来往山东路延吉路路口的司机与

李涌之间默契的信号，驾驶人类似的违法行为

也渐渐少了。

2014 年的一天早上，“治霖”匆忙开车上班。

刚开出小区门没多远，就看到站在路中央的李

涌。“他对着我做了一个从左肩向右胯下斜拉的

手势，我才发现自己忘了系安全带。”见“治霖”迅

速做出了反应，李涌笑了，并向他竖起大拇指。

就那么一次，“治霖”记住了李涌。此后每每

经过李涌的执勤点他都会多张望几眼，“有的司

机会特意打开车窗向他致意，李涌也会竖起大拇

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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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部队服役 19年的李涌脱下军装，

穿上警服，成为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四方大

队的一名交警，警号 111871。
“他把部队里的好作风延续到了警队。”李涌

从警初期，现任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副大队长李国颂是他所在中队的指导员。提起

李涌，李国颂首先想到的是青岛的下雨天。

夏季青岛多雨水，城区有的道路地势低洼，

积水量动辄就超过 30 厘米。每到这种时候，李

涌就总说自己当过汽车兵，熟悉涉水行驶，主动

要求到相关区域执勤。

为了加快积水排出速度，李涌会一面疏导交

通，一面在水中徒手清理下水道井盖上的堵塞

物。“每次他回到队里，手上总有深一道浅一道的

划痕。”李国颂说。

李国颂清楚地记得，2007年 7月的一个早高

峰，大雨突袭青岛，李涌在市北区雁山立交桥附

近执勤时，从积水中捞出了十几块被冲掉的车

牌。那时候还没有微博微信，知道车主丢了车牌

很着急，李涌结束执勤回到中队，第一时间通过

数据库查询车牌号对应车主的联系方式，再逐个

打电话让他们前来认领。

曾与李涌同在辽源路中队工作的交警贾可

瑞也记得，有一个雨天，李涌突然从对讲机里“失

联”了，谁叫也不答应。等贾可瑞赶到李涌执勤

的路口，发现他站在积水中，浑身湿透了，浑然不

觉自己的对讲机也泡了水，“一问，他正着急帮路

过的司机找车牌呢”。

2017 年，时年 51 岁的李涌调到交警支队同

三高速公路大队任二中队中队长，负责沈海高速

617 公里+500 米到 645 公里+500 米之间共 28 公

里路程的交通管理工作。

沈海高速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公路大动脉，二

中队辖区路段又地处青岛南大门，日均通车 3.5

万辆，其中三成以上是大货车。

沿途有不少坡道、弯道和事故多

发点，冬天还有雾区和易结冰路

段，管理难度相对较大。

针对这种情况，李涌到任后很

快走遍了辖区所有路段，接着用 3
个月时间自制了一张 1 米多长的

地图，将每一处涵洞、弯道、事故路

段、易结冰路段等都做了清晰标

记，其中仅涵洞一项就标注了 54
处。此后 4年间，李涌还不断对地

图进行细化。“哪里有长下坡、哪里

坡度陡，一目了然。”同三高速公

路交警大队教导员肖刚说。

10 月 2 日晚上 10 时多，李涌

又拿着这份地图跟肖刚讨论起业

务，“我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却

说过一会儿又要上岗巡逻了”。

肖刚没想到，这竟成了自己与李

涌最后的对话。

田鹏飞第二次见到李涌，是

在一起车辆刮擦事故处理现场。

其中一位涉事车主是田鹏飞的同

事，于是他被拉去“壮声势”。“没

想到，李涌一字一句把事故原因、

责任划分以及依据的法律法规讲

得清楚明白。同事被判定负全责

还心服口服地对他说‘谢谢’。”

青岛海博客运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驾驶员李建军因工作原因与

李涌成了好朋友。有一回，有人

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李涌暂扣车

辆 ，找 到 李 建 军 希 望 他 出 面 说

情。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建军

一口回绝：“只要是李涌经手的案

子，不仅找我没用，找谁都没用。”

从警 16 年，李涌被当面威胁

过，也被暗地里跟踪过，但这些都

没能改变他全心执勤、秉公执法

的原则。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

就是要保障交通参与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即使因此“得罪人”也在

所不惜。

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牺牲

前，李涌一共处理交通事故 1000
余起、查处超载 830 余起、查扣假

牌证 251起、下达交通违法通知书

5 万余张……“有时候，他一个人

半年的工作量就能顶得上一个中

队。”李国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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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青岛晚报》记

者刘卓毅接到一位家长打来的热

线电话，说他的孩子意外烫伤急

需送医，途中偶遇的一名交警不

仅帮忙开道，抵达医院后还忙前

跑后帮着挂号排队。“他叫李涌，

我们想感谢他。”

后来接触多了，刘卓毅发现，

类似在工作中助人的事，李涌做

了太多。

2018年冬天，出租车司机孟剑一家开车回位

于日照市的老家。行驶至同三高速公路时，车辆

突然发生故障熄火。正在附近巡逻的李涌很快

赶到现场，大致了解情况后，他拿出随身携带的

工具钻到车底动手维修起来。

大约半小时后，车辆能够重新发动了，“可李

涌不放心，又把我的车牵引到最近的执勤点，反

复检查确认故障排除后才让我离开”。

孟剑开了多年出租车，交警如此细致的服务

他还是头一次享受。受这件事影响，他关注了李

涌的微博，又加入青岛雷锋车队，每次外出吃饭

还会义务宣传酒驾的危害。

“ 您 若 违 法 ，我 必 秉 公 处

置 ；您若守法，我全力为您服

务。”这是李涌生前常挂在嘴边

的话，而在他的心里，严格执法

与温情守护从来都可以并存。

有一次，肖刚和李涌在查

处一辆违停在应急车道上的面

包车时，发现车内挤满了未成

年学生，且严重超员。“李涌第

一反应不是执法，而是和颜悦

色地将孩子们分散安排到警车

里，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李涌生前驾驶的鲁U9329
警车后备厢里，总是准备着急

救药品、维修工具，以及一桶重

达 50斤的自来水。

二中队辅警张成功说，李

涌 要 求 每 辆 巡 逻 车 都 要 装 上

一桶水，“有些车辆长时间行

驶后引擎温度过高会出现‘开

锅’现象，此时冷水就成了‘救

命水’”。

和李涌搭档了 4年，辅警张

成功很了解他的一些小习惯。

比如每次轮到夜间执勤，李涌

都会在晚饭时从食堂多打点，

等到巡逻结束回到中队后用来

补充体力。

10月 2日那晚，李涌给自己

准备的是两个熟鸡蛋。几个小

时后，按照勤务部署，李涌和张

成功开始了当天第三轮巡逻。

张成功觉得今年的国庆节

有些特殊，“往年车流高峰集中

在假期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今

年每一天路上车都很多”。为

此，出发前李涌特意叮嘱他“要

打起十二分精神”。

车行至沈海高速黄岛服务

区下行出口，两人处理了一起

货车刮擦事故。重新上车后，

李涌对张成功说：“咱们慢点

开，找找车主丢失的轮毂，给他

送到休息的服务区。”

当时已是 10 月 3 日凌晨 1
时左右，巡逻车行至沈海高速

上行 675 公里+122 米处时，一

辆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的黑色

轿车引起了李涌的注意。靠边

停车后，两人上前表明身份开

始盘查。

“ 车 门 一 开 ，一 股 浓 烈 的

酒精味扑面而来。”事发多日

后，张成功依然眼眶深陷，面

色凝重。

按照规定，李涌准备对驾

驶人进行酒精检测，却遭到对

方拒绝。随后驾驶人企图穿越

车旁的护栏空隙逃脱。不料该

路段护栏下方是一处涵洞，司

机翻到外侧后身体悬空，随时

有坠落的危险。

“快回来！”一面大喊着，李涌一面将上身探

出护栏抓住驾驶人的手臂用力向上拖拽。与此

同时，张成功也冲到护栏边，紧紧扣住驾驶人的

手腕。

就在二人合力将涉事司机拽回护栏内的一

瞬间，由于其奋力挣扎，李涌失去重心从护栏边

翻落，头部重重撞到了涵洞下的水泥地上。

凌晨 1时 45分许，120急救车到达事发现场，

医护人员检查发现李涌已无生命体征。随后他

被送往就近医院，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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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高速公路交警后，李涌的工作模式

变成了“上二休二”。不过，即使是轮休的日子，在

妻子陈瑛的记忆中，李涌也难得有空闲的时候，

“只要他说‘要忙一会儿’，我就知道他要么要准备

讲课课件，要么就要回复网友的私信或留言”。

2012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李涌开通了微博账号。在他发布的 1.6万多条

微博里，有实时路况信息，有真实执法案例，有道路

安全相关知识和法规条例，也有对网友相关疑惑的

解答。高速公路执勤和巡逻本就辛苦，但好多次回

到中队，张成功都看到李涌在挨个回复最新的提

问。“劝他休息，他却总说如果能因此多普及一条交

通法规、少一次交通事故，什么都值得。”

2009年，青岛市中心聋校搬到了辽源路中队

辖区。因为当时学校门口停放车辆较多影响学

生安全出行，时任校务助理黄凯找到在附近执勤

的李涌，询问能否协助解决。李涌不仅一口答

应，还主动提出可以义务为这群特殊的孩子讲解

交通安全知识。

第一次讲课，全校学生都参加了。为了保护

低年级的孩子，李涌将本就打码处理的交通事故

现场视频全部略过。黄凯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

“当时我就想，警服之下竟是这样一颗细致的心”。

此后 8 年间，李涌每个月都到聋校上一次

课。他给所有视频加了字幕，为了给低龄学生制

作演示动画，他花了近两万元自学了三维动画制

作。每次上课，李涌还会就地取材进行现场模

拟。“比如长条凳就是大货车，他让学生从‘货车’

四周经过，再告诉大家哪个位置最危险，哪个位

置最安全。”黄凯说。

李涌生前使用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专门存

放课件的文件夹。小学生、写字楼白领、工人、协警

等都是他授课的对象。听课人不同，课件内容也不

相同。据不完全统计，李涌以个人名义义务授课达

400多次。从文件夹的修改记录看，牺牲前一天的

深夜，他刚刚往课件里补充了新的资料。

陈瑛记得，每次去上课，李涌都会说：“一堂

课就算只有一个人认真听，也是好的。”

2014年，已与李涌成为好友的田鹏飞辞职创

办了“青岛好司机”道路公益救援队。从一开始，

李涌就是其中的骨干力量。“他说自己穿上警服

是青岛交警，脱下警服是青岛市民，无论哪个身

份，伸手帮忙都是义不容辞的。”田鹏飞说，李涌

调入高速公路工作后，因为距离较远常常不能及

时赶回市区，他的女儿李圣和妻子陈瑛就会代替

他参与公益活动。

2020 年，二中队 56 岁的民警张少军体检时

查出身体有恙，李涌知道后默默替他承担了夜间

巡逻任务，一替就是一年、50多次、1.4万多公里。

在青岛市中心血站，许多医护人员都认识李

涌。“他总是趁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来献血，要是捐

献血小板还要求捐两个治疗量。”血站业务科医

生赵会霞回忆，“他说工作忙来一次不容易，来了

就多捐点。”

近 20 年时间，李涌在中心血站献血总量超

过了 3万毫升。

“他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生都

在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李涌牺牲后，与他相识

多年的青岛市八大峡小学老师戚裴这样说。

5

10 月 31 日，李涌的追悼会在青岛市殡仪馆

举行。他的家人、战友、同事、朋友以及曾与他有

过交集的青岛市民共 1200余人前来向他告别。

“你起来，跟我回家！”最后一次见到心爱之

人，陈瑛难以自已地哭喊道。在他们的家里，李

涌养的绿植枝繁叶茂，金鱼自由生长。窗台上摆

满了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李涌爬山时捡回来

的，他说等退休了要好好打磨。

“在他眼里，万物都可爱，万物都美好，万物

都有趣。”陈瑛说，每次轮休回家，李涌会先在楼

道里喊上一嗓子，“我回来了！”时间长了，陈瑛会

故意躲在某个角落不出声，李涌进屋后的第一个

“任务”就是把她找出来。这也成了夫妻俩百玩

不厌的小游戏。

现在，陈瑛再也等不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了。

中午 12时许，李涌的女儿李圣怀抱着父亲的

骨灰盒走出殡仪馆，坐上灵车。在铁骑和警车的护

送下，她要陪父亲再看一次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当灵车驶过山东路延吉路路口时，执勤民警肃

立敬礼，沿途车辆集体鸣笛，声音响彻整个青岛城。

10月 13日，山东路延吉路路口设立了“模范

标兵岗”。在灵车到来前不久，辽源路中队指导

员郑海滨正在“模范标兵岗”上用李涌自创的“温

馨手势”指挥过往车辆和行人。当提示屏显示

“请驶入待转车道”时，郑海滨抬起双手引导左转

车辆驶入待行区；车辆停稳后，他向司机竖起了

大拇指。

10 月 12 日，同三高速公路交警大队在李涌

生前原有班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李涌党员先锋突

击队”，在全大队推广“李涌式”为民服务工作法，

为每辆巡逻警车配备急救包、拖车绳、电瓶连接

线和应急备用水。

10月2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评定李涌为烈士。

10月 2日中午，辖区内车流量明显增加，李涌

发布了人生中最后一条微博，提醒驾驶人提前规

划出行路线，集中精力驾驶。现在，那条微博的评

论区里，有人坚持每天都跟他说“早安”“晚安”。

那天青岛天气不错，李涌还在微博配图里加

入了他随手拍下的花花草草和一只在水里游动

的鸭子。

10月31日，“青岛好司机”救援队代表列队为李涌送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10月 3日巡逻前，李涌从食堂打了两个煮鸡蛋，准备夜里回到中队用来补充
体力。 受访者供图

在执勤时遇到车辆出现故障的驾驶人，李涌都会伸手相助。
受访者供图

在执勤时遇到车辆出现故障的驾驶人，李涌都会伸手相助。
受访者供图

向遵纪守法的机动车驾驶人竖起大拇指，是李涌的标志性动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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