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亚奎 记者 张火旺 王旭东

因为工作，他原本强壮的身体垮了；因为工作，他生病了也拖着不去住院；因为工作，

他从未带儿子去过一次公园；因为工作，他没来得及送奶奶最后一程。弥留之际，他让妻

子帮他穿上一套崭新的警服。他是人民永远的好警察，左成亮。

“等案子办完，再去看病”
采访中，左成亮的同事告诉记者，左成

亮爱打篮球，原本有着健康的体魄，但由于

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生活没有规律，他的

身体严重透支。

今年年初，左成亮开始间断地发低烧，

刷牙时胃酸，时常感到骨骼、肌肉酸痛。而

这时又正好是一起特大抢劫案的关键阶

段。夜里睡不着觉时，他就冲一杯感冒冲剂，

强迫自己入睡，保证第二天的体力。“那时他

疼得整夜睡不着。”左成亮的妻子黄洁说。队

长丁启永和队友都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

他说：“等案子办完，再去医院看病吧。”

5月9日，左成亮提审主犯时，突感下肢

剧痛，跌倒在地。送往医院后，他被诊断患

有血液疾病。疼痛稍微减轻一些，左成亮又

赶回队里办案。这时，他又再次晕倒。队里

强行把他送往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性淋巴瘤白血病，生命垂危！主治

医生遗憾地告诉队里的领导，左成亮的病

与长期超负荷工作有一定关系，如果早点

发现，或许还有转机。

病重期间，左成亮还不忘发信息给队

友，叮嘱他们把自己交代的案子办好。在他

去世的前几天，王中海案件终于有了和他预

期一样的判决结果。“那天他吃得特别多，笑

得特别开心。”左成亮的父亲左国太回忆道。

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是宣城人最

为注重的品质之一，从增进城市文明、

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城市力量出发，通

过对城市精神的宣传倡导、学习展示、

弘扬实践等环节，大力宣传、阐述和实

践好“城市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形

成人人关注、人人知晓、人人实践的

“城市精神”的浓烈氛围。

以国庆期间为例，宣城总计献血

339人次，献血总量达到十万多毫升，

实现建站以来国庆期间献血总人次和

献血总量的历史新高。

宣城市中心血站洪学军：争做城市精神的实践者

“草根英雄”左成亮系列报道

穿上崭新的警服，上路吧

病倒前，左成亮参加了单位的竞争上

岗，6月23日，怀远县公安局正式下文任命

他为唐集派出所副所长。可惜，他再也不

能前往新的岗位就职。7月28日，弥留之

际，左成亮让妻子帮他穿上一套崭新的警服。

在同事看来，左成亮并没有离去，而是

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远行。他留下的14本

工作日记和那盆兰花，永远激励着警队里

的年轻人。

左成亮以队为家，早上6点多上班，晚

上11点之前几乎没进过家门。因为工作疏

忽了亲情，这让他愧疚不已。左成亮有一

个 3 岁的儿子，却未带他去过一次公园。

他曾许诺妻儿，今年4月去南京好好玩一

玩，但最终又一次食言。

因为工作忙，左成亮甚至没来得及送

奶奶最后一程，如今，左成亮被安放在奶奶

墓地旁，他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奶奶，我们再也不分开”

读者盛赞本报“寻找城市精神”系列报道

愿做宣城城市精神的实践者
记者 张火旺

昨日，本报以《历史文脉传承焕发出活力宣城》为题，对宣城市“开明开放 敢于进取 乐于助人”的城市精神进行了报

道。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当地读者纷纷表示“愿做城市精神的实践者”。

宽容精神的形成，与宣城的城市

传统和地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因

为大量移民的原因，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在宣城特有的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地域条件下相处，形成相似

的愿景和情感，了解并适应对方不同

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相互冲突、吸

收、同化、融合，形成了宣城特有的比

较宽容、较易融合的城市精神。

因此，宣城人既有北方人的开明

仗义，又有南方人的细腻忍让、精明

聪慧。对融合了的移民文化积极因

素的认可和继承，可以增加本地和外

来人员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责

任感和自豪感。

宣城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华：宽容是宣城城市精神的显著内容

宣城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城市，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指挥中心

和主要基地之一，故为“东进序曲”的

核心地区。战争年代的革命先辈和英

烈，业已成为宣城市城市文化、城市精

神中的红色记忆，是珍贵的人文资

源。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及皖

南事变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宣城市旅游局局长宁绍亭：红色经典是宣城珍贵的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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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城市精神大讨论”邀请您参与
本报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将继续推出“星报记者走基层

之寻找城市精神”大型系列报道。通过

对安徽不同城市的“城市精神”的寻找，

挖掘每个“城市精神”的深层次内涵。

为使此项活动更深入、更持久、更广

泛，本报发起一场“城市精神大讨论”，欢

迎您提出自己的看法，您认为您所在的

城市具有何种城市精神，或者需要弘扬

什么样的城市精神，请您拨打本报热线：

0551-5223760；您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

字，发送到邮箱wangtao00007@163.com。

宣城城市精神的提炼进入到了最

后的阶段，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在长

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优秀思想、高尚

品格和坚定志向，城市精神的提炼将

凝结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民情追求，反

映着城市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

宣城市文明办主任梁能文：城市精神反映着城市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