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當警察？黃慶煌所長這麼回答：「在高職就學時發現對大學沒有興趣，自己對警察或是軍人也有憧
憬，且因是公費也可減輕家中負擔，因此便踏上了從警這條路」。警察這個職業對黃所長充滿著吸引力，具備了
熱心助人且富有正義感特質的他，選擇這條路在適合不過了！身為刑警的他認為自身心態也是相當重要，懂得調
適自我才能夠有餘力去幫助他人。但這條路並非想像中那麼順利，輪班制讓警察無法像一般人一樣有連續假期，
所以他無法時刻陪伴在家人身旁，甚至也疏於對子女的教育，這也成了所長最大的遺憾。即使如此，當黃所長被
問到如果能夠重來，他是否會選擇一樣的職業，他毫不遲疑地說了沒錯，首先他開玩笑地說是因為待遇很好，接
著才正經答道，從警讓他擁有機會去接觸各種行業，社會歷練變多，人際關係也因此提升，所以他明白成為警察
後，反饋的收穫也不少。甚至還說第二想從事的職業是軍人，可以看出黃所長對於警務工作的熱誠與堅持。

      黃所長細數著成功結案的種種案件，就屬一件讓他記憶猶新。這要回溯到12年前，高雄發生一起擄人勒索
案，這種案件最為考驗警察的專業技巧；當時有兩名成年人遭到綁架，但通常這類犯案都是找小孩下手，所以局
中有同仁認為是嫌犯在自導自演，但黃所長堅持不能先入為主，靠著掌握到的線索開始查案；接著在隔天，嫌犯
將其中一位人質釋放，這點讓其他警員更加懷疑綁票的真實性，而黃所長還是想藉資訊分析來找出真相，終於在
警方與嫌犯僵持的第七天成功破案；當時破案的壓力像巨石般壓著他，精神緊繃導致作息不正常，但在看到人質
被救出的那一剎，黃所長認為一切的辛勤都值得了；此時他也吐露心聲，大眾在媒體上看到警方成功攻堅，那些
其實都只是表面罷了，背後是要經過精密的計畫與相當的勇氣，才能順利將歹徒制伏，這也是螢光幕後不為人所
知的血汗類。

《鐵漢柔情的一面》
       對於許多想從警的人來說，待遇佳又是穩定收入的鐵飯碗成了一大誘因；而黃所長斬釘截鐵地認為，想要成
為警察得具備的不只是能力，還得擁有健康正面的「觀念」，因為黃所長有養家餬口的責任在身，所以他明白責
任與使命感的重要性，但有了正確的態度卻沒有熱忱，警察工作也會淪為一般的公務員而已。從所長的話語間，
我們發現黃所長著實找到當警察的最珍貴的原則，也將其效益發揮到最大；接著黃所長被問到在警局是否都扮演
黑臉，所長像被說中般笑了笑，他承認在警局內總是表現較為嚴肅，但那是因為面對管理階層，長官與部屬間本
就會有距離感，所以身為所長得想辦法去消除之間的屏障，但同時也要懂得拿捏分寸，因為扮黑臉的同時也是為
了教育、提拔後輩。

       各行各業本就存在著風險，但因為警察得與嫌犯對峙，所以危險性相對提高許多，這也是成為警員最主要的
職業災害。黃所長告訴我們曾經有警員在面對精神異常或酒駕的嫌犯時，過程起衝突與扭打而因此負傷；但黃所
長也要我們放心，因為要成為專業警員得經過一連串的訓練，警校也提供各種相關課程，像是柔道、射擊等，以
及經驗累積所衍生的SOP流程，所以警察面對犯人時，可以說是做足了準備；而在出任務時也要時時注意三安：
「自我安全、嫌犯安全、辦案安全」，只要遵守這些基本要點，就能大幅減少執勤上的風險。

       經過這一趟訪問之旅，不免發現黃慶煌所長對於文藻學生的關心就像是父母一樣，採訪結束後也關心我們生活上的治安問題，在學校方面也主動以演講方式來宣導，藉此提升學生自身安全的知識；在他任職短短4年內大幅縮減了學生被詐騙的次數，無需多言便能明白所長對工作的重視與責任感，也讓在三民區的我們能夠安穩生活。

       說到警察不外乎是「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圍繞著他
們，但私下的黃慶煌所長是一位有著陽光笑容、相當健談的
人。從警多年的他，學生時期就喜愛籃球，直到現在熱情依舊
不減；因為家裡從事務農，閒暇之餘他也喜歡種植花草。平時
帶給人威嚇感的所長，私底下也是熱愛且享受生活的平凡人，
理解了這一面，似乎多了幾分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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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區的守護者

警察之路

悄悄潛在的危險

      黃所長把自己比喻成木柴，禁得起雕刻的才能成為廟中萬人景仰的神像，反之就
是門口任人踐踏的門檻而已；所以每當遇上挫折，所長都會如此勉勵自己，因為如
何去琢磨自己是個人的選擇，同為木頭卻成了截然不同的樣子，態度決定一切。

      青春無敵、年輕活潑是所長文藻的印象，看到學生清春洋溢的樣子彷彿自己也年輕了5歲。他也希望學生應
該勇敢去闖，探索這個世界而非侷限於校園，這些學習將會是未來很好的社會歷練，畢竟「年輕就是本錢」，
不要邁入老年後才在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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