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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献给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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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警方一线纪实》丛书而作

　　新时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形
势。公安工作可以用“急、难、苦、累、险”来概括。天津的警力相对少，百分之六十
的干警一年要干一年半的工作。天津公安民警应该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忍耐”来赞誉。

周敏，一位令人敬重的大姐，《天津日报》资深记者。她将《天津警方一线纪实》

这套厚重的系列丛书书稿交给我并邀我作序时，令我感动万分。诗言志，文言情。

书中真实记录了天津公安民警近年来披荆斩棘、所向无敌的艰苦历程，热情讴歌了
“热爱人民、忠于法律、公正廉洁、英勇善战”的新时期天津公安精神，充分展现了他
们与形形色色犯罪较量的大智大勇，细致描述了他们侦查破案的曲折与艰辛。

蓦的，那些断断续续的片断串联了起来，汇集精粹，令人感慨。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平安。

这些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三万五千公安民警为创
建平安天津，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他们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恪尽职守；打
黑除恶、侦破命案、治爆缉枪、救助人质、殚精竭虑；抓毒枭、缴毒品、严惩犯罪，英勇
善战；打盗抢、追赃款，公平正义，维护稳定。

公安保平安，关键看案件。

发案少，破案早是基本目标。发案少靠防范，破案早看手段。依法防范和严厉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全市公安民警的职责所在，是保持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维护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效手段。防范不力，打不胜打；打击不力，防不胜防。及时、

高效地侦破案件，公安民警所承受的艰难险阻，付出的流血牺牲才更有价值，无悔
的追求才更有内涵，创建平安天津的承诺才更加闪光。天津公安民警，用一腔热
血、忠诚赤胆，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平安。在这种血与火、生与死、苦与乐、情与法、

爱与恨的考验和锤炼之中，铸就了天津公安精神之魂。《天津警方一线纪实》这套
丛书，洋洋近百万言。全景式记录了天津市公安机关多年来的工作业绩。有很强
的阅读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匠心独具，难能可贵。

多年来，《天津日报》等本市主流媒体，陆续推出了刘英、于建政、王书臣、赵年

００１



伏、韩辉、顾俊明等一批先进公安民警典型，及时报道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
要案。弘扬了正气，震慑了犯罪，提升了天津公安的公信力，密切了警民关系。很
多优秀的作品和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此，我谨代表全市公安民
警，向那些热心公安宣传的记者和编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公安宣传也是战斗力。愿大家的犀利之笔像把把利剑，斩妖魔，刺鬼怪，降邪
恶，福祉津门。

武长顺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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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案笔迹　阅读感动

我有幸成为《天津警方一线纪实》丛书的第一读者，我也欣然答应周敏同志为
这套丛书作序。谨以表达一种感动、一种情怀、一种敬意。

那天敏姐（周敏）来到我的办公室，她从提袋中拿出一部书稿，声调中带着激
动，脸颊上挂满激情。她说她把过去十年间在《天津日报》、《每日新报》上刊发的重
大题材的警方报道集纳为《天津警方一线纪实》丛书。今年“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前，

她要出版第一部《缉毒风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禁毒篇），约２５万字。她还要出版《重案
疑云》（刑侦篇）２２万字，《法网难逃》（综合篇）２２万余字，《金钱，陷阱》（经侦篇）１６
万字，《真心英雄》（人物篇）１６万字。十年间，百余万字，这里凝结着一位政法记者
的忠诚和心血，这里记录着建设平安天津的风雨春秋，这里昭示着天津始终保持全
国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的重要元素———天津公安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队伍。

我为敏姐的激动和激情而感动。

周敏是位爱憎分明、满怀激情的大姐。她对待同事总是春天般的温暖；她对待
工作总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她对社会上的恶习陋俗、不正之风乃至犯罪总是针
锋相对、嫉恶如仇。

记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一项重大报道任务落在我肩头。邓颖超同志逝世后
骨灰撒在天津海河。当时摄影记者安排在另一条船上隔船拍照。我是随船的文字
记者需要有一台高档的“傻瓜”相机近距离采访拍照，时间很紧很急。敏姐听说后
晚上主动打电话让我到她家去取，她不仅配足电池，还装好胶卷。转天上午我派上
了用场，拍下了珍贵的骨灰撒放史料照片。

敏姐还有铁面无私、不讲情面的一面。她任《天津日报》群工部主任，对于舆论
监督批评报道抓得准、文字狠。即使被批评的单位或人托谁来说情，哪怕是报社领
导出面，她都严辞以对，不留情面。她负责政法新闻报道工作，又是那样的执著，是
一位无尚敬业、职业素养极高的资深警法报道记者。每每天津市发生了典型案件、

重特大案件，她都能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采写刊发新
闻。时效最快、案情最真、事实最准，敏姐是《天津日报》警法新闻的一个品牌，也是
天津政法报道的一面旗帜。

《缉毒风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的字里行间凝结着媒体和记者铁肩担道义的光荣职

００１



责。相比于专业作家笔下经过更多加工修饰的文学作品，警法记者基于大量的一
线采访，用新闻的笔调记录，无疑更加纯粹、原汁原味，既保留了错综复杂的案件真
相，又不失生动活泼，每一桩案件永远没有简单的重复。从再现犯罪现场，到剥茧
抽丝，让案件水落石出，我们的新闻记者既需要腿脚勤快，也需要勇气和敏锐。阅
读书稿的每一篇每一句都令人感叹万千：十年过眼风云，十年探案笔迹，十年艰苦
不寻常。他们在烈日酷暑中闷在不能开空调的车里，跟民警一同屏息凝神、蹲堵毒
贩；他们在寒风凛冽的冰天雪地，跟着警犬沿河搜索持枪歹徒……

是职业的素养，是敬业的精神，成就了本书的精彩。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
录者，同时也是平安天津、和谐天津的建设者。与可敬的公安民警不同，我们的媒
体、我们的记者更多地是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理性和良知来战斗，来引领，来贡献
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责任，我们的案件报道、警法报道才让读者喜闻乐见，让
盾牌金光灿灿；也正因为有了这份责任，才有了这套丛书的厚重与分量。

值此《天津日报》创刊６０周年、《每日新报》即将迎来１０周岁生日，有感而发，
以序同贺。

王　宏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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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会忘记

　———记１９９９年牺牲的六位公安民警

　　到过天津的外地人，都说天津的社会治安好；天津人走出去，也常为此而自豪。

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天津市已连续８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最好的城市。安定、祥和，

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良好的社会秩序，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使普普通通的老百
姓可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但是你可曾知道，为了这一切，有多少公安民警日夜坚
守在岗位上；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宁，又有多少民警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１９９９年岁末，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肖凤祥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仅１９９９
年，全市就有２００余名公安民警因公负伤，有１０名民警因公牺牲，而这１０名民警
的平均年龄还不到３６岁。这数字，这年龄，不能不强烈地撞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这次，我们采写的这六位因公牺牲的人民警察，他们用生命书写了对人民的爱，他
们过早地离开了家人，过早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他们留给我们的是永久的怀念……

热血洒国道

这一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１１时，公安宁河分局交警大队值班室接报：民警王文
军在２０５国道值勤中，在纠正交通违章时，被另一辆违章行驶的卡车撞倒后，又被
车轮碾轧，当场殉职。噩耗传来，人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王文军，男，回族，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出生，高中文化，１９８７年３月２日参加公
安工作，任公安宁河分局交警大队交通督导员，一级警司警衔。”简短的文字材料，

竟是这名交警的全部历史。

１２年前，当王文军英姿勃勃地站在芦台镇商业道十字路口，第一次挥动手臂
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的那一刻，他便爱上了这个工作，他的人生仿佛就属于
马路了。

人们忘不掉，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０５国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王文军与两位战友
赶赴现场，途中勘查车意外起火。王文军迅速跳出车外，脚和手都受了伤，但他冒
着油箱随时爆炸的危险，从大火和浓烟中将昏迷不醒的战友救出车外，自己却被烧
成了重伤。１９９２年７月，王文军上班途中被车撞伤，右腿骨折，但未等伤痊愈，他
便开始了工作，右腿上镶着两枚钢钉，直到他牺牲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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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军值勤认真负责，对交通指挥技能精益求精，把服务车辆和行人作为自己
的工作目标。辛勤换来了收获，一封封表扬信、感谢信，表达了群众的信任；一块块
示范岗、文明岗的奖牌，说明了大家的认可。１９９９年夏季持续高温，王文军为了保
障２０５国道的畅通，冒着地表近５０℃的高温，连续值勤路检，每天站岗９个多小时，

滴滴汗水洒在滚烫的马路上。

１０月２９日，王文军牺牲的前一天，他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１１时。转天是星期
六，按中队的排班他应该休息，可是王文军还是正点赶到国道去值勤。就是这一
天，他再也没有回来，永远倒在了他魂牵梦绕的国道上。

王文军牺牲几天后，他年轻的妻子领着他那还未懂事的儿子，捧着公安局长肖
凤祥签署的追记一等功的命令，来到了他的墓前……

好人的遗憾

他带着那么多的遗憾走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凌晨３时许，公安河西分局刑警支队刑警、三级警督李金声
和队友王跃全，在赴山东执行解救人质的任务途中，不幸因公牺牲，时年４６岁。

刑警受人尊敬，他以打击邪恶、侦破犯罪为天职，他常常与危险相伴而行。李
金声自调任刑侦工作以来，钻研业务，勤恳工作，连破要案。那次，一伙歹徒在一家
歌舞厅用猎枪伤人致死外逃后，李金声四处奔波，直到抓获歹徒；那次，在侦破一起
敲诈案中，他凭着多年的经验作出准确判断，在对方指定的交钱现场，将犯罪嫌疑
人擒获；那次，在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案中，他凭仅有的一点线索，在犯罪嫌疑人孩子
的学校门口和战友们蹲控了一个星期，又连续三天拉网式排查，终于破获了这个重
大的盗车犯罪团伙……

侦破“６·１７”绑架杀人案中有他的身影；破获“１１·３”碎尸案中有他的足迹；在
艰苦的侦破“１２·２３”绑架人质案中，他始终战斗在破案的第一线。李金声去世后，
人们算了一下，他调到刑警队工作３年多的时间里，参与破获的各类案件竟有百
余起。

在河西分局提起李金声，大家都说他是个乐于帮助人的好人。已是中年的他，

心中始终有个执著的愿望，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牺
牲前，党支部已经研究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正准备７月１日发展他入党，未想到
还差十几天，竟未能了却这一心愿。

他从小住在谦德庄那低矮拥挤的平房中，总盼着有一天能住上宽敞豁亮的楼
房，这次好不容易盼到“平改”，８月份就可以领到新房的钥匙，仅仅还差几十天，他
就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单元房，但他却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牺牲在执行解救人质任
务的途中。人质安全回来了，他却带着众多的遗憾、未了的心愿，永远地走了……

那天，领导和同志们为他送行，会堂里早早挤满了人，有亲人，有战友，有被他
救助过的群众。分局领导庄严地宣读了追认李金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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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他追记一等功的命令。

群众记着他

他是一个心中总想着群众的普通民警。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７日凌晨，３６岁的王跃全是与李金声在执行解救人质的任务中
一同牺牲的。他出生在蓟县，带着山里人的淳朴，１９８２年入伍，在部队就是个好
兵，曾７次受到嘉奖。１９９５年转业到河西分局越秀路派出所，当了一名天天与老
百姓打交道的片警。

这次所领导临时决定让他出差办案子的那个晚上，他明知马上要考试的儿子
正在家中等他回去辅导功课，受颈椎病折磨的妻子希望他早点回家照顾一下家务。

但当领导交待这紧急任务后，他什么也没说。临行前，所长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

他却说：“赶时间要紧，先不打了，别耽误了工作。”他匆匆地上路，却再也没有回来。
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居委会的大爷、大娘们老泪纵横，他们在警民联系岗上挂

起了黑色挽带，摆上朵朵亲手扎制的白花，那“有困难找民警”的联系卡上，仍是王
跃全的名字和呼机号……

人们仍记得他为大家做的件件好事。去年夏天，家住健春里一楼的张大娘，被
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困扰了多日。天气炎热，臭味难闻，大热的天也不敢打开窗子
透透气，奔走各个部门数日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张大娘试着按警民联系卡上的号
码，给王跃全打通了电话。王跃全赶来二话没说，亲自给张大娘疏通了下水道。望
着汗水和着泥水的小王，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定要给他洗洗衣服，让他吃
了饭再走，王跃全谢绝了。

一次市政府专线电话打到派出所，说有个小女孩走失，请民警帮助查找，王跃
全在街头、里巷转了一个星期，终于将小女孩找到了。孩子的家长感激不尽，送来
的锦旗上写着“津门人民公仆　服务群众榜样”。

几年来，邻里之间的纠纷他帮助协调过；居民家庭中的矛盾他耐心劝解过；孤
老人家有困难，他上门嘘寒问暖帮助过。滴滴汗水换来群众的赞誉，一家家，一院
院，留下他无数的脚印和话语。在那天的追悼会上，他管片内的群众来得那么多，

有大爷、大娘、大嫂、大哥……

由于表现突出，一级警司王跃全被追记一等功。

他倒在岗位上

人们不能相信他就这样匆匆而去。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天气异常炎热，公安交管局津南车管分所
的考试组长、３５岁的一级警司王凯，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汗水浸透了他的警服。

翻开王凯的档案，那一项项的荣誉称号，记录着他的努力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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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两次被评为天津市政法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两次荣获天津市“八五”立功奖章；

１９９５年当选天津市第七届最佳交警，荣立个人二等功，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他因病去世后，市公安局长肖凤祥又签署命令，为他追记个人一等功。
王凯１９８７年从部队复员回津，在交管局十七中队当上了一名普通的交警。暑

去寒来，王凯在岗台上站了９个春秋，他以自己出色的指挥动作，赢得了群众的好
评，他的岗位被老百姓称为东南角一景。在他值勤的后几年，被病痛所折磨，但他
只要一跨上岗台，就又是那样挺拔、精神。老领导、老作家方纪见到后，为他挥毫写
下“精气神”三个大字。

１９９６年王凯调到车管所，从事车辆管理工作，在平凡与伟大，权力与职责的种
种考验面前，坚守着人民警察的本分。他患有心脏病，曾先后６次因心脏病突发昏
倒在工作岗位上，但他是条硬汉子，不事声张，只要稍稍好一点儿，就又默默地去
工作。

去世的前一天，王凯在滨海驾校主持考试后已近中午，却又冒着３７℃的高温，

对教练车进行检查，回到所里吃饭时已是下午３时。尽管身体不舒服，第二天他还
是照常来到工作岗位上。他在工作中匆匆离去，带着太多的遗憾与牵挂：年仅５岁
的女儿，身患癌症的老母亲，下岗待业的妻子，都还在家等着他。

１１月１９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放了“好人王凯”的专题报道，大家
仿佛又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他的亲人，他的熟人，他的战友，他的领导，含着泪水在
呼唤着他……

他刚满２１岁

在牺牲的几位民警中，他最年轻。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凌晨４时许，刚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公安静海分局刑侦支队侦
查员闫琦，在队长带领下，到静海县唐官屯卡口执行任务。他们乘警车沿１０４国道
巡查，在杨家园村附近发现了两名可疑人员，正准备靠边停车检查时，被一辆强行
超车的载重卡车撞入路旁沟内，闫琦和战友郭金柱不幸牺牲。

人们为他惋惜，因为他还太年轻，仅仅度过了人生的２１个寒暑，仅干上他那么
热爱的刑警工作两年。如花的季节，从小立下的抱负和理想还未能实现，就永远闭
上了那还带着稚气的眼睛。

闫琦是新生的一代，和这一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独生子。他有个很不错的
家庭环境，父亲在一家公司任经理，母亲是县法院刑庭庭长。司法学校毕业后，他
本可以找份安逸、轻松的工作，但他却执意要干这充满艰辛与危险的刑警。望着他
儿时的那张照片，一个戴着警察大壳帽的胖乎乎的小男孩儿，似乎预示他今生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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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警察这份职业有缘。

他工作在最艰苦的刑侦一大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没
有沾染那些“公子哥”的习气。在工作中他埋头苦干，虚心学习，很快成为青年业务
骨干。侦破“１·３０”重大抢劫强奸案，他奋战四昼夜，终于与战友一起将３名犯罪
嫌疑人抓获，追回所有被抢的钱物。在破获“６·３０”杀人匿尸案中，他战高温，细心
调查走访，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重要作用。算起来，在他
从警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参与侦破的各类刑事案件６５起，其中重大案件３８起，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３９名。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与战友们一起两次荣立集体二等
功。他以对事业的热爱，履行着一个民警的职责。

闫琦在罪犯面前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但在他父母眼里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

他父母仍然记得，他当警察后的第一个大年三十，全家二十多口人围在桌前等他吃
年夜饭，等来的却是他马上要去北京押解一个重要疑犯的电话。他母亲仍然清楚
地记得，８月２４日晚上，闫琦临出门执行任务前，她反复叮嘱儿子，晚上要多注意
点儿，他连晚饭都没吃就走了。从此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年轻的民警赢得了荣誉，闫琦被追记个人一等功。

他将要做父亲

再有７３天他就将做爸爸，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了。
可是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公安静海分局刑侦一队的郭金柱永远闭上了那双期

盼的眼睛。他是与闫琦一同执行任务时一起牺牲的。他也很年轻，只有２３岁，再
过两天将是他与妻子杨继霞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他们本打算好好庆祝一下……

郭金柱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家中只有一个姐姐，父母认为他是最
有出息的一个。他与杨继霞是一同考入天津无线电机械学校时相识的。他为人忠
厚，纯朴好学，肯动脑子，这正是杨继霞当初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执意嫁给他的
原因。

郭金柱从警近三年，干了两年的刑警，他热爱这个工作，为了破案，常常将新婚
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妻子怀孕后，既要工作，又要挪着不方便的身子做家务，她
这时候多么希望丈夫能在身边。但郭金柱是个尽职的警察，他不得不违背当初的
多次许诺，全身心投入到破案中。

在侦破“１·８”重大抢劫出租车案中，郭金柱认真分析案情，发现线索，一举抓
获３名作案歹徒。１９９９年３月４日，在查明黑龙江省两名杀人携枪外逃嫌疑人后，

他不顾个人安危，抢先冲入歹徒藏匿的屋内，将其擒获。两年中他破获各类案件

８１起，其中包括中旺镇杀人焚尸案、２０５国道特大抢劫案、“６·３０”杀人案等特大案
件３５起，抓获犯罪分子４５人，这些业绩表现了他对事业的忠诚。

出事那天，谁也不愿去将这一噩耗告诉他有身孕的妻子，当队领导把她接到分
局，不得不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杨继霞睁大眼睛坚决地说：“我不相信、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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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追悼会那天，她拖着笨重的身子，弯下腰久久地凝视着自己深爱的丈夫，怀
着未出世的孩子为丈夫送行。

１１月７日，郭金柱的儿子呱呱落地，这是一个重３２００克的胖小子，取名郭玉
树。人们在高兴之时心中却在暗暗地惋惜，这个孩子没能听到父亲对他的呼唤，没
能看到爸爸那期待的目光，永远无法与父亲相见……

市公安局为郭金柱追记了个人一等功，他把荣誉留给了儿子。

闪亮的警徽，庄严的橄榄绿警服，你与奉献为伍，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
命。人民警察这一光荣的称呼，蕴涵了多少危险与艰苦。

苍松翠柏，巍巍泰山，六位公安民警———王文军、李金声、王跃全、王凯、闫琦、

郭金柱，带着微笑，带着遗憾，带着亲人和战友的思念，带着他们应得的荣誉走了。

在这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周敏　盛钟　林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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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镜头：为好民警陈昭成送行

陈昭成走了，在３４岁的韶华之年，这一
切是那么的突然。

大港区的条条街道留有他的足迹，片片
居民区曾洒下过他的汗水。他在平凡岗位上
所做的一切，没有人能忘记。

公安部发来了唁电，大港区的居民群众
走上了街头。人们在心里默念：陈教导，你
走好！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４日上午，挂着陈昭成遗
像的灵车缓缓行驶在大港区的街道上。万余
名群众、数百名民警站在道路两旁，胸戴白
花，眼含热泪，目送着灵车远去，有的人已经
泣不成声，他们都是来为好民警陈昭成送
行的。

１月１０日晚，原公安大港分局板厂路派
出所副教导员、刚刚任命为分局政治处副主任的陈昭成，在工作中心脏病突发，经
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３４岁。

陈昭成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随即投身于公安工作。他先后任市公
安局政治部民警、公安大港分局政办室民警、公安大港分局板厂路派出所副教导
员；２０００年１月３日刚刚被任命为大港分局政治处副主任。

陈昭成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长期超负荷工作。在派出所任副教导员期间工
作深入，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他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多次受到嘉奖，曾被市
公安局命名为政治工作业务能手、优秀政工干部。他在板厂路派出所担任领导职
务期间，该所曾荣立集体一等功、集体二等功，曾被授予全国公安机关讲文明树新
风先进集体、全国公安系统人民满意的派出所、天津市文明单位、天津市“青年文
明号”。

陈昭成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赢得了同志们和驻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大
港区的一草一木留有他的眷恋，一条条街道里巷留有他的身影。人民怀念他，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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