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于 1935 年， 马人俊的母亲在生下马人俊一个

多月后就病逝了， 与哥哥相依为命的他， 是在亲戚朋友

和街坊邻居的牵挂中长大的。 这份温暖让马人俊铭记一

生， 也坚定了他要为民做好事、 做实事的信念。

1949 年 5 月， 上海解放， 百业待兴。 由于公安战

线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便从学校、 部队等地挑选了一批

优秀青年充实队伍。 经过 3 个月的培训， 15 岁的马人

俊顺利通过考核， 如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人民

警察。

瘦瘦小小， 这个形容词， 成为老百姓见到马人俊时

的最初印象。 这样一个警察能为民办实事、 办好事吗？

这是当时老百姓心中的一个疑问。 1952 年， 马人俊被

调配到原闸北公安分局芷江庙路派出所当户籍民警， 负

责管辖一个叫 “淡家湾” 的地方。 该地毗邻旧货市场、

人员流动大、 居住人员成分复杂， 留给马人俊的地区治

安管理任务相当艰巨。

“对于这份工作， 我一心想着奉献。 我总是想着要

拼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 对得起百姓， 最艰难、 最危险

的地方， 我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 回忆起那段岁月，

马人俊表示， 虽然自己有一腔热血， 但真正要融入群众

内部， 还需不少的努力。

15岁成为新中国首批人民警察

□见习记者 张叶荷

看见路泥泞了， 他到处去讨要煤屑与木材， 为百姓铺路； 看见百姓家中有人怀孕了不便外出打

水， 他勇挑重担， 到百姓家中包揽下挑水的活； 有人掉进河里， 他毫不犹豫跳下去救人……上述故

事中的主人公， 便是电影 《今天我休息》 中的主人公马天民的原型、 上海公安系统第一批人民警

察———马人俊。

以为人民服务、 处处依靠群众为工作的宗旨,向分局刑侦队提供消息， 马人俊助力侦破了偷盗

六百两黄金的大案， 查获各类政治、 刑事案件 67 起， 当时年仅 19 岁的他于 1956 年被中央公安部

授予全国公安一级英模的荣誉称号……细数荣誉的背后， 他说， 荣誉离不开老百姓的信任和帮助，

老百姓把生命、 财产的安全交给人民警察， 就是最高的荣誉。

从 1950 年刚开始市民对于警察的不熟悉、 不认同， 到家中给娃取名这种 “小事”， 市民都要

先问问 “小马”， 再到如今的 “有事就找警察叔叔帮忙” ……时间的滚轮在一步步向前， 警察与老

百姓的关系， 也从刚开始的隔阂变得亲密无间。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记者采访了曾经的

“网红警察” ———马人俊， 讲述那时候警察与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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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信任到亲密 三句话拉近警民关系
———访上海第一批人民警察、“马天民”原型人物马人俊

“那时候， 谈家湾里的老百姓见了我这小个子警

察， 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回忆起自己的 “职场初

体验”， 马人俊直呼 “不容易”。 虽然马人俊每天都到辖

区走访， 也经常找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干部们谈心， 但收

集的情况都是人所共知的， 没有什么收获。 访问居民

时， 人们往往既客气又冷淡地接待马人俊， 一问三不

知， 两个月奔波下来一条线索也没有。

这该怎么办？ 在当时派出所吴副所长的点拨下， 马

人俊决定从为老百姓做实事入手， 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再说。 看见谈家湾的小弄堂， 晴天满地灰土， 一下雨，

泥就几寸深的情况， 马人俊借来板车， 跑到邻区一家玻

璃厂里讨要煤渣， 拉回来一车又一车的煤屑铺路 ； 看

见弄堂没有下水道， 就自己一个人挖明沟； 看见有人

家里不方便外出挑水， 便主动请缨， 为百姓挑水……

就这样， 马人俊便开始了 “忙碌” 的为民做实事的生

活。

“铺道路的时候， 我一个人干了六七天， 刚开始一

些年轻人来帮忙， 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帮助

我。” 马人俊努力干了两个多月， 道路铺好了， 下水道

也疏通了， 大家见环境焕然一新， 都竖起大拇指夸 “这

个警察是个好人， 跟过去的旧警察不一样”。

“刚开始 ， 居民都叫我 ‘警察先生 ’， 接下来是

‘马同志’， 后来都亲切地叫我 ‘小马’ 了。 居民家里

女儿要嫁人， 就叫我调查调查， 看看这个女婿表现好

不好； 居民家里生小孩 ， 又来问我该取什么名 。” 在

这样的情况下， 马人俊感觉自己和百姓的心贴得越来

越近。

1950 年至 1966 年， 在担任民警的 19 年间， 马人俊助力

侦破了偷盗六百两黄金的大案； 查获各类政治、 刑事案件 67

起； 年仅 19 岁便于 1956 年被中央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一级英

模的荣誉称号； 由于他乐于为民做好事， 千方百计为大家排忧

解难， 得到公众的赞誉， 还被当作电影 《今天我休息》 中主人

公马天民的原型。

“电影中有的是说我的故事， 有的是其他警察， 也有虚构

的。”马人俊表示，电影实际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警察群像。主人公

为什么叫马天民呢？ “天民”就是“天天为人民”的意思。

“这些荣誉都是居民帮我获得的， 荣誉离不开老百姓的信

任和帮助。” 说起荣誉的背后， 马人俊显得十分谦虚。 为民做

实事的日子里， 马人俊一步步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居民也向

这位瘦瘦小小的人民警察敞开了心扉， 先后向马人俊提供了

400 多条线索， 帮助马人俊捕获了 80 多名犯罪分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次我在打探消息时惊动了一个隐姓

埋名藏在辖区里的反革命分子， 被他跑了。 为了帮我 ‘将功补

过’， 7 位年轻居民自发轮值， 协助我通宵伏击了 13 个夜晚。

终于在第 14 个晚上天将破晓之际， 抓住了前夜潜回家中、 正

准备从后门潜逃的反革命分子。 经过调查， 原来他身上背了整

整 12 条人命。”

1978 年， 马人俊被调到上海市电器公司任党委组织部长，

1988 年调任上海成套电器厂党委书记。 虽然离开了公安系统，

马人俊仍时刻以一个老党员、 老先进、 老民警的标准要求自

己。 “我是公安机关出来的， 绝不能给公安机关丢脸。” 这位

兢兢业业的老模范此后又多次被评选为上海市优秀党员和区人

大代表， 直到 1996 年才光荣退休。

退休后的马人俊也和电影里的马天民一样， 闲不下来， 参

加各种讲师团，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去讲述那时候警察与百姓

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 国家经济腾飞， 科技快速发展。 一女子

被电信诈骗， 民警连找 3 小时将其找回并止损； 小朋友手被门

死死夹住， 警察叔叔紧急救援； 送外卖奶茶至警局， 感谢警察

的无私坚守……如今， 诸如此类的暖新闻层出不穷。 回顾中国

70 年来警民关系的变化， 警察的无私为民， 百姓的感激及回

报， 相互作用， 促使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警务机制的建设完全超乎我的想

象。 现在， 民警都用上了智能通讯设备， 只要输个名字所有信

息一目了然； 监控设备让坏人无所遁形。” 说到如何看待时代

变化所带来的警民关系变化， 马人俊认为， 虽然时代变了， 但

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能变， 对老百姓要真

心， 不能只做形式； 对工作要真诚， 不能弄虚作假； 对自己要

正直， 不能表里不一。

“要想当好警察， 记住三句话就行了。 第一， 路不要走

错， 听党的话， 跟党走， 政治上要做明白人； 第二， 袋不要摸

错， 不是你的一分钱也不能拿， 经济上要做清白人 ； 第三 ，

床不要睡错， 作风问题不是小事情， 一定要做正派人。” 三

句话， 马人俊用一辈子去践行， 这也是马人俊的初心。 作为

无价的财富， 马人俊的言行及事迹， 给无数的人民警察以警

醒与启示。

从“警察先生”到“小马”

荣誉都是居民给予的

三句话当好人民警察

当时参与革命的证明当时参与革命的证明

马人俊给年轻交警整理服装

记者 汪昊 摄

马人俊将 “三句话” 写在纸上珍藏

马人俊向年轻民警介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