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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式”警服
小偷小摸的案子很快就破了

1951年，朱三虎出生在义乌市赤岸镇

山盆村。19岁那年，他去了部队，当兵8

年，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退伍回家后，

1983年，公检法三家单位都看中了他。

朱三虎选择了与军装最相似的警服，

军装的“改版”——“七二式”警服。当时，治

安、刑侦、户籍等警种，夏天穿的还是上白下

蓝的制服。那是朱三虎的第一套警服，如今

年近70的他回忆穿上白色警服的那一刻，不

禁又挺直了身子，“自豪感油然而生”。

义乌市公安局当时正要筹建一个新的

派出所：赤岸派出所。朱三虎作为主持工

作的副所长，带着2个民警干了起来。派

出所一边建，工作也要一边做，他们3个人

要管理4个乡镇的治安。

作为一个山区派出所，老百姓来报案

的，大多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而且当时人

口流动少，多为本地人作案。

1985年春节，在鞭炮声中，有村民来

报案，说家里的封肉被人偷走了。这大过

年的没肉怎么过？朱三虎一听，这可不

行。好在他们平时村里走得勤、人头熟，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惯偷。

有了线索后，朱三虎找到机会上门去

一看——好家伙，家里不仅有封肉，还有鸡

肉、猪肉。没有监控的年代，口供极为重

要，警察的威信也高，朱三虎开口几句震

慑，对方很快就交代了40多起案子。

朱三虎将东西带回派出所，再一一通

知村里的村民来认领。“你们真厉害，几块

肉都能找回来！”有些没报案的村民接到消

息后，高兴得不得了，还要拉着朱三虎他们

去吃饭过节。

“八三式”警服
拿下震惊全国的“系列凶杀案”

朱三虎办过的案子可不都是小案子，

他是实实在在办过大案的。

白色警服只穿了没多久。很快，朱三

虎便领到了新的警服——草绿色的“八三

式”警服。这个时期，警服的样式前前后后

又改动了几次，变为“八九式”“九五式”等，

但是底色一直是草绿色。

穿着这套草绿色的警服，朱三虎拿下

了一个震惊全国的“系列凶杀案”。

1990年，朱三虎从赤岸派出所调任义

乌市看守所所长，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那

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打出了名声，“鸡

毛换糖”的故事也开始流传。繁荣发达的

商品经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

打工者。来义乌“淘金发财”的不法分子也

不在少数。当年，义乌市看守所日平均关

押人犯近千人，不乏重刑犯、死刑犯。

1998年12月31日，因抢劫出租车杀

害驾驶员，被义乌警方抓获归案的赵朝生、

赵朝和两兄弟，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两

人被关押在义乌市看守所。

对于死刑犯，朱三虎按照惯例布置民

警实行“人盯人”监管。分管民警发现，兄

弟俩身上极可能还有余罪。那时候，由于

科技和技术的不发达，嫌疑人身上的余罪

有时得像挖地瓜一样挖出来。

如何挖出“地瓜”？朱三虎先找较为配

合的弟弟赵朝和谈话。这种谈话，犹如武

林高手过招一般。

“你第一次作案，紧不紧张？”朱三虎聊

天似的问。

“当然紧张，作案后几天，看到警察便以

为来抓我。后来次数多了，警察也没来逮我，

就不怕了。”赵朝和不时瞟一眼朱三虎。

“人不是鸡，第一次杀人时，有没有感

到害怕？”

赵朝和迟疑了一下，“杀多了，便像杀

鸡一样，没有感觉。”

“见一摊血，真没有感觉？”

赵朝和的嘴角爬上一丝不屑，话语中

不由露出炫耀之意：“我杀人，一不见血、二

不见面。”他没想到，他的这句话，暴露了他

杀人惯用绳子从背后勒的作案特征。

接下去的9个月里，朱三虎和同事们通

过“谈话”一步一步深挖余罪。据电脑记

录，朱三虎超时工作1764个小时，折合252

个工作日。最终的成果是惊人的——他们

深挖出了云南、贵州等地的19起杀人隐案。

这19起案子，没有依靠现代化的刑事

技术，而是靠着口供和证据，一步步固定下

了罪证。2000年3月，朱三虎被记一等功。

“99式”警服
英语没学会，腿脚还是勤

就在朱三虎荣立一等功的那一年，我

国警察开始换上“99式”警服，从警服颜色

到警衔样式都发生了变化。这次的警服，

已经彻底从部队的服装样式中脱离，公安

机关职责也开始进一步转变，更加强调服

务职能。

朱三虎的工作，也开始向着“服务”职

能转变。2002年8月，朱三虎退居二线，

调到了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做民警。当

年，在义乌做生意的，有很多外国人，这可

难住了一句英语都不懂的朱三虎。

于是，朱三虎每天清晨就开始放英文

广播。放了一段时间，“大广播”吵到了爱

人，“50岁的人了，你还要考文凭？”朱三虎

讪讪地结束了自己的英语学习，但他的“服

务”精神没变。

那10年时间里，朱三虎还是常跑一

线，为有需要的老外办理签证材料核查，为

旅馆做好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工作。2012

年，朱三虎穿着“99式”警服，光荣退休。

退休后，朱三虎的那套警服，还精精神

神地挂在衣柜里，他时不时拿出来晒一晒、

熨烫一番。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

有再穿上警服的一天——2019年1月，朱

三虎接到电话，邀请他参加2018年度工作

总结汇报演出。

1月 18日，朱三虎从衣柜里拿出警

服，再穿上时，他坦言——“激动如昨”。那

天晚上的汇报演出中，朱三虎拿到了刻有

自己名字的荣耀从警纪念章。“真的没想

到，退休后，我还有机会再穿上警服！”

新中国成立 70年，时代在变，警服

的式样也经历了数次变迁，但它在每一

位警察心中的含义和分量从未改变，那

份忠诚和信仰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永不褪色。

朱三虎获得荣耀从警纪念章

见习记者 许金妮

百来亩的花苗被风吹得摇头晃脑，

鸟儿飞落下来，啄食着洒落在地上的花

籽……对于湖州市三合村的村民来说，

这个场景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废弃已久的矿山。

这个奇迹，要归功于一位老汉——59

岁的村民韦忠良。在“6.17世界防治荒漠

化和干旱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这片生态

花场，探访奇迹背后的故事。

“我责无旁贷”

中午时分，炙热的阳光下，泥土地冒出

丝丝热气。韦忠良正在给新培育的小苗浇

水，汗珠不断从他黝黑的脸上蹦出来。他随

手解开领口上的扣子，露出了精瘦的脖颈。

“总有一天，我要在这片矿山上种满鲜花，让

它变成一个大花谷！”韦忠良突然停下手上

的动作，对记者说出他的“豪言壮语”。

对于家乡的这片矿山，韦忠良有着深

厚的感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

人从事矿山开采，矿山上的石头被一点点地

挖掘走。经济效益是有了，但留下了地表植

被退化、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采矿的那些年，每天都是砰砰巨响，村

里漫天都是灰，连鸟都吓得飞到别的村子去

了。”韦忠良回忆，几年大规模的开采后，村

里的这座矿山被挖空了，凸起的大山变成了

凹下去的山谷，只留下四周一圈光秃秃的石

壁环绕着中间的空地，春夏秋冬全无生息，

犹如三合村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

2016年，当地政府决定对这片矿山进

行复绿整治，这个消息激起了韦忠良心中

的“大志”。已经开了近30年花场的韦忠

良，种花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一名“花

草专家”，“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手艺

要有用武之地了”。

“我希望这辈子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情。”韦忠良说，“作为三合村的村民，发挥

自己的特长为家乡建设做贡献，我责无旁

贷。”于是，他向当地政府申请，承包这块地

用于花卉种植。

“他大智若愚”

320亩的地，没有一点绿植，整片矿山

只浅浅地铺了一层政府运送过来的泥土，

当地村民形容这块地“丢下个硬币都能听

到回响”。要修复这片矿山，谈何容易。

为了召集更多力量，韦忠良向村里发

起号召，“有没有和我一起干的，既能赚钱

又能修复生态”。一开始，没有任何响应。

在矿山上种花，能种好嘛？种好了能卖出

去嘛？乡亲们有很多顾虑。

为了打消乡亲们的顾虑，韦忠良挨家挨

户地去解释、劝说，并承诺所有的花苗都由他

来出，之后卖出去赚了钱大家分成，他只占一

成。不少村民动了心，最终，共有10户人家

加入了韦忠良的种花大队，总计40余人。

承包土地后的第一年，韦忠良的主要

工作是进行基础建设。接电、挖水池……

这一年，韦忠良没有一分钱收益，还倒

贴。为了投入更多资金进行矿山修复，他

卖掉了市区的2套房子。不少村民觉得

韦忠良的脑袋“被驴踢了”：“他真是一头

倔驴，以前在市区开花场，生意特别好，他

偏偏放着那么好的小日子不过，来收拾这

个烂摊子。”

韦忠良并不理会这些说法，埋头苦

干。播种、施肥、修枝、浇水……如今，这片

矿山上已经种植了上千种花卉，到了鲜花

盛开的季节，还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赏。

村民们的说法也变了：“原来，他不是

蠢，是大智若愚。”

“要想这里全都种满鲜花，还需要大量

时间和精力。不过，我有信心实现。”韦忠

良说。据了解，湖州市计划到2020年绿色

矿山建成率达100%，而放眼整个浙江，目

前，全省已累计建成绿色矿山468家，建成

率达79%。汗水滑过韦忠良的额头滴落

在他脚上的土地里。总有一天，他会在这

里看到漫山遍野的鲜花。

警服的样子在变，热爱它的心从未改变
义乌公安多套警服“代言人”朱三虎忆当年

“总有一天，我要在这里种满鲜花”
在他的手里，废弃矿山变成百花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