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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内容“接地气”，教研科的老师
们还非常注重理论的实践，从实战中获取经
验。今年58岁的刘方升先后开了哲学课、计算
机课、心理学课、公安管理课等多门主干课
程，其中一些已成为精品课程，而这也得益于
其丰富的实战经验。此前，在外地一起凶杀案
中，凶手作案后消失，当地公安部门组织大量
警力进行搜捕，但是持续多日无果。如不及时
将凶手抓获归案，社会影响极坏，警方发布悬
赏通告，但是一直没有线索。为了断定凶手是

否活着以及其行动轨迹，刘方升作为专家被
邀请到当地协助侦破案件。刘方升依据心理
学等多种理论以及多年的经验，经过大量走
访，逐渐摸清凶手的习性，最终断定，凶手不会
自杀，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节日，必将回家探
亲。果不其然，在预判日期，凶手偷偷回家探
亲，被早已守候多时的民警抓获。“我很荣幸在
38年中，为公安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然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但是我还要继续
努力学习，为公安事业发光发热。”刘方升说。

教官客串“歹徒”
当起训练“活靶子”
第一次跟张文晓教官见面，给人的印象

就非常深刻，“一看就是练家子”。跟他握手，
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力量。张文晓现任青岛
市人民警察训练基地警务实战教官，一级主
任科员，主要承担警察体能训练、防卫控制
技术、警械武器使用、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
置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张文晓是科班出身，2010年从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官。“咱们
的民警有部队转业的，也有警校毕业的，在
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张文晓说，很多民
警不仅实战经验丰富，理论知识也很强，给
他们做教官首先得提升自己的能力，得到他
们的认可。所以，他在业余时间自行购买并
阅读了大量业务书籍，更是自学以色列军警
格斗术和美国 ISR警控技术，形成了自己的
教学思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
“我们一切的培训最终要回归于实战，
服务实战”，张文晓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不断
创新教学方法。同时，每一次出现一些特殊
案件，他都会积极复盘，并跟同事反复研究
形成好的技战术，然后提升民警的实战水
平。此外，在训练中张文晓还经常扮演“歹
徒”，充当民警训练的“活靶子”。“为了更真
实地模拟实战，受点小伤不算什么，”张文晓
说，能让民警更快地掌握技能，在实战中能
应用到，这些付出都值得。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官队伍中还有“高

手”存在。90后小伙杜彦斌，曾在武警部队的
兵王部队“雪豹突击队”从军。5年的特战生
涯，让他学习了单兵格斗、团队作战等各种技
能，是名副其实的“兵王”。起初，成为教官杜彦
斌还有些不适应，“我们在部队学习的战术是
一招制敌，而且训练强度大，”杜彦斌说，作战
目标跟基层公安民警面对的不一样。同时，民
警的年龄层次不一样，学习能力也不一样。“如
何成为一名好的教官，我是从零开始的，”杜
彦斌说，自己能做好的动作，如何才能更好
地教给别人，这中间也是一门大学问。他积
极跟前辈们学习，同时跟其他教官反复研
究，拆解简化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学习的技
能，更贴近民警的实践。

五米外板上钉钉
神枪手兼职教官
训练基地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既

要承担繁忙的公安警务工作，又要承担教学
育警的神圣职责。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默默
耕耘，战时为警，训时为师，他们是教警察的
警察，他们的名字叫警务实战教官。其中，
“钉子姐”孙陶就是其中的一员。
“钉子姐”孙陶，是市北公安分局的一名
民警，在央视《警察特训营》里亮出自己的一
手“神枪绝技”后，一战成名，如今，她身兼公
安部的警务实战射击、游泳(救生)、综合体能
教官等多个身份，经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进
行射击培训。记者来到训练基地，神枪手孙
陶正在帮民警纠正技术细节。“神枪手就是

不一样，很多细节我们都没注意到，”来训练
的民警说，孙陶对于枪械，对于射击的理解，
已经到了更高的层次。一些细节经过她的指
导，射击的精确度迅速就能得到提升。
除了钉子姐这样的神枪手，只要有闪光

点，都会被请来做兼职教官。2011年，厉伟
从李沧分局借调到训练基地帮助工作，逐渐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警务实战专职教官。
从事警务实战教学以来，厉伟教官时常

发现部分民警因现场执法不规范、武力使用
不合理等被网络炒作，甚至极少数民警因违
法使用武力受到法律追究。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厉伟教官提出将法律思维引入实战训
练，规范合法使用武力训练理论。
“要给学员一滴水，自己先要有一桶
水”。为了搞懂弄清实战训练中的法律问题，
2012年，他孤守夜灯自学，顺利通过国家司
法考试。其后，先后推出《盘查行动法律适
用》《警察执法行动常用法律法规适用》《枪
支使用法律法规解读》等实战法律课程，填
补了实战训练重技能战术轻法律法规的空
白，实战法律课程全部在全省推广。其中，
《警察执法行动常用法律法规适用》在贵州
省警务实战教官班全省推广。受省厅教官团
团长指派，先后自学了《美国警用拐棍教程》
《欧盟安全部门制式甩棍格斗防卫教材》，推
出了《警用T形棍使用技术》《伸缩警棍绞索
技术》等课程，课程内容在全省推广。

创新教学实战练兵
打造警界“生命工程”
“我们的工作是服务于实战，更好地帮
民警应对实战，身上的担子同样很重，”今年
47岁的林浩，现任青岛市人民警察训练基地
训练科科长。1996年从青岛警校毕业后，先
后在特警、治安支队工作过。从2010年起从
事警务实战训练工作。
青岛市人民警察训练基地训练科现有

从事警务实战教学训练的民警9人，平均年
龄46 . 7岁。研究生学历2人，大学学历6人，
大专学历1人。国家一级运动员2人，二级运
动员1人。有3人被省厅聘为警务实战教官。
林浩介绍说，青岛市人民警察训练基地

主要负责全局民警的教育训练工作，是教育
训练的“主阵地”。训练科主要承担警务实战
教学训练工作，是关系到民警辅警安危的
“生命工程”，主要围绕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
为的手段进行技能和战术的训练。
为了做好培训工作，林浩说，作为训练科

长，深知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不断努力提升
自身的授课能力，才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类培训，认真学习各种
资料，搜集典型案例，制作课件和教案。请教其
他教官授课的技巧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不断
从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能力水平。通过
授课，跟培训民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
们的实际需求，使训练内容更有针对性。
“树立训练就是实战，实战就是训练的
理念”，林浩说，他们以一线实战中存在的实
际问题为导向，不断规范训练内容，优化训
练方法，提升训练质效。
2017年以来承担12期警务实战教官班

培训，训练兼职实战教官700余人次，为基
层一线培养骨干力量，以点带面，不断提升
全市公安实战训练工作的整体水平。除此之
外，训练科成立多个授课团队，分别到基层
一线执勤点送教上岗，随警作战，以实际行
动支持安保工作。

陶海琴
的系列特色课
程深受学员好
评。

教官正
在给民警讲解
射 击 动 作 要
领。

▲民警们
正在训练团队
作战技能。

 5 8 岁
的刘方升至今
活跃在公安教
育事业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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