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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2003年，徐银龙进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成为

一名新手法医时，法医队里的胡新全已是杭州法医界

的“元老”了，人送外号“胡一刀”，意思就是“解剖尸体

是一绝，能一刀找准重点”。

徐银龙用“懵逼”来形容自己刚做法医时的工作状

态。“那个时候，监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许多案件的侦

破都需要用法医的检测结果来作为依据。萧山案件量

大，但算上我也才4个法医，工作量巨大，最多的时候，

4个法医1年解剖了上百具尸体。”技术不娴熟、工作强

度大，初出茅庐的徐银龙感到沮丧和迷茫。“回想起来，

最要感谢的还是师父，他就像我们年轻民警的‘定海神

针’，有他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徐银龙说，耐心、细致、责任心强是法医最应该具

备的素质，也是自己从胡新全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

西。

徐银龙刚工作那会儿，萧山曾发生过一起命案，一

名小男孩被装进麻袋里扔进了河里，尸体几天后才被

河道的清洁工打捞起来。由于案发到群众报案隔了较

长时间，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连续几个月，

我们连树叶、泥土都拿去化验了，但全都没有进展。”年

轻的徐银龙情绪低落。面对小伙子的情绪，胡新全并

不点破，只是一边温和地鼓励，一边以身作则继续有条

不紊地寻找线索。那起案件发生在1月，到了9月时，

胡新全以一根毛发为突破口，找出了命案的真凶。

“对于法医来说，案件持续8个月还没线索，压力是

很大的，可我师父从不抱怨。找到线索那一刻，我对他

是很佩服的。”徐银龙说。

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那些十几年前和胡新全一

起办的案子，徐银龙依旧清晰地记得破案细节，“每跟

师父办一个案子，就像上了一堂课，令我受益匪浅”。

“他让所有人都要发表意见”

萧山公安的法医队伍有一个的传统——每次有案

件发生，都会组织大家召开例会，每个法医包括实习生

都要发表意见。

每次例会，都是萧山法医团队最热闹的时候。“不

管你是老法医还是新法医，有不同的意见就一起拿到

桌面上来碰撞，大家七嘴八舌才能更接近真相。”

这个传统，正是从胡新全那里传下来的。“师父以

前经常说，不管你是实习生也好、领导也好，法医这份

工作只服从真理，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徐银龙说。

为了让案件侦办更准确，也为了让年轻法医尽快

成长起来，自2005年开始，胡新全就制定了案件讨论

的例会制度。“所有法医都要参加，包括来实习的实习

生也要参加，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说什

么都可以，只要你有依据。”

刚开始，很多刚入职的年轻人都不太敢表达自己

的想法，但在胡新全的鼓励下，大家越来越放得开。“意

见碰撞得很激烈，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的。”胡新全笑

言。

胡新全今年已经51岁了。2018年的时候，他从法

医的一线队伍中退了下来，成为萧山公安交警大队副

政治教导员。但是，他还是被当做萧山法医的“一块

宝”。他有记笔记的习惯，当法医将近30年，记了将近

100本笔记，里面分门别类地写着工作经验和技巧。“这

些笔记成了我们后辈的共同财富，破案遇到瓶颈，就喜

欢到他这里来翻翻笔记、找找思路。”徐银龙说。

容不下失败

多年前，长兴县雉城镇发现一疑似爆炸物。那是

一枚以黑火药为主要成分的八管危险爆炸物，最令人

担心的是，管状物上还捆绑着一只手机。这就是一场

“赌局”，给李惠国以信心的，是他的专业知识和千百次

的练习。凭借专业的判断，李惠国迅速制订了处置方

案，并作为主排手进入战场，经过近1个小时的排爆作

业，赢下了这场“赌局”。

像这样千钧一发的案件，李惠国近20年来处理过

很多起，他带领大队队员出色完成安检任务161起，共

计检查出各类违禁物品1800余件，排除安全隐患4处；

处置各类涉爆警情68起，排除疑似爆炸装置3个，成功

转移各类废旧炮弹共计78枚。

在这样的实战中，零距离排爆作业一旦失手，排爆

手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我们的工作里容不下失败，即

便成功了9999次，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终身失败。”这也

让李惠国在教学时，严厉而又认真，每一个排爆的细节

背后，都是千百次的模拟演习和实战经验。

是师生也是兄弟

在湖州警队，自2001年设立专业安检排爆员至

今，从事或者参与排爆工作的仅5人。李惠国和他们，

即是师生，也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2015年，湖州某银行ATM机房，工作人员通过监

控发现一个行李箱被一名男子遗落在现场，男子离开

后一直没有再现身。行李箱内是否装有可疑物？排爆

组立即出动赶赴现场，李惠国穿上防爆服，走进ATM

机房，1个多小时的细心检查，最终确定这是个“诈弹”。

尽管“诈弹”数量远远多过“炸弹”，但李惠国总是

告诉队友们，必须把每一个可疑物当成真正的对手。

而面对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训练。

在排爆大队的训练场上，写着一套很规范的排爆

流程，每个排爆手都要按照流程来训练。“从穿排爆服，

到设备检测，再到实地排除或摧毁炸弹，每一项训练都

需要把自己设想在现场，设想在最复杂的环境下，这样

遇到实战才能得心应手。”这句话，在每一次训练开始

前，李惠国都会不厌其烦地传达给排爆队里另外4名队

员。

对于训练，李惠国从来不马虎，因为一旦变成实战

排爆，每一次都是与死神的博弈，成败不但决定着自己

的生死，也关乎他人的命运。

要把小伙子带出山

“这件衣服足有80斤重，光这个头盔就有20斤，所

以每次都需要两个队员帮忙才能穿上。”陈铭明双手托

起防爆衣说。

每次在任务现场，李惠国都要穿着厚重的排爆服

在安全区和中心现场行走，最短的距离是800米。“别

小看这800米距离，新人走完这段距离就已经精疲力

尽了，哪还有余力来排爆呢？”李惠国说，排爆训练不仅

仅考验排爆技巧，同时也考验体能。

所以，在老师这个岗位上，李惠国严格要求，不留

一点情面。

曾有人说，作为一个排爆手，一生有两个致命的错

误选择，一是选择这个职业，二是剪错导线。不过，李

惠国对于犯下职业选择这个“错误”，却从来没有后悔

过，“我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都扑在了排爆上。虽然

已经从小伙子变为了大叔，但只有还做得动，就会继续

干下去，至少要把这几个小伙子彻底带出山……”

胡新全胡新全（（中中））和徐银龙和徐银龙（（左左））工作中工作中

师徒相处非常融洽师徒相处非常融洽

“每跟师父办一个案子，就像上了一堂课”
法医“胡一刀”——年轻法医眼中的“定海神针”

“师父说，我们只可以胜、不可以败”
排爆手李惠国——徒弟都是他的生死兄弟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项韦莉

“一切线索都断了，只剩下一堆破旧的废木料，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法医徐银龙将这些木料拼凑成一

张床，提取了相关检材……确定了消失了23年的凶手就是7年前病死的那个人……”日前，胡新全看到这条

新闻时，描写徐银龙破案细节的那段，他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忍不住扬起了嘴角。

“小子干得真不错！”见到徐银龙时，胡新全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都是师父教得好。”徐银龙一边嘿嘿笑着，一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早就是独当一面的资深法医了，

也是不少年轻法医学习的对象。可在胡新全面前，他依旧保持着当初刚进法医队伍时谦虚求学的状态。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沈晓霞 杨悦

排爆手，一个极度神秘而又高度危险的职业。湖州特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李惠国当排爆手，已经近20

年。

“面对犯罪分子设下的‘赌局’，赢了，平安回家；输了，后果不堪设想。”李惠国的徒弟陈铭明说，“师父曾

说，这是一场用生命守护生命的无声战争，我们只可以胜、不可以败。”

李惠国（左）和队友执行任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