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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冯龚凝 贾寅晴

本报讯 一台放映机、一辆三轮车，30年如一日穿

梭在禾城，义务播放消防电影……嘉兴王江泾镇数字电

影放映队队长阮方松，刚刚获评2020年度第五届全国

119消防先进个人。

11月25日中午，阮方松开着三轮车来到嘉兴市昶兴

喷织有限公司，熟练地将放映机等设备从车上搬进食堂，

“趁着工人们的午餐午休时间，放本消防电影给大家敲敲

警钟。我得先把设备调试好。”

“这是我们秀洲曾经发生过的一起火灾，给企业造成

了毁灭性打击，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啊！”等工人们全部

落座后，阮方松放映起消防警示片，还拿出消防警示海报

给工人们细讲。

阮方松回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自告奋勇揽下了消

防宣传的任务后，他便到处放映消防知识幻灯片。2007

年，浙江消防总队拍摄制作的《平安乡村 拒绝火灾》专题

片成了他放映的第一部消防电影。

30年来，阮方松开着自己的三轮放映车穿梭在王江

泾镇的角角落落，经历了幻灯片、胶片和数字电影时代，

放映的内容包括火场逃生、消防警示、安全小常识等。

除了消防电影放映员，阮方松也是当地出了名的“消

防宣传员”和“火患监督员”，他的消防电影放到哪里，消

防宣传资料就发到哪里、隐患排查也跟到哪里，“警示片

放多了，我也就知道哪些是消防隐患了，到了企业就顺带

看一看。”阮方松说。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苍南县公安局，审讯室里，低头沉默不语的中年男子

毫无悔意。审讯室外，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

队长卢立锟忍不住咬牙——1993年，乐清发生一起入室

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被害人是一名孕妇，一尸两命，如

今，眼前的犯罪嫌疑人却矢口否认。

卢立锟有冲进去把嫌疑人打一顿的冲动，可他知道他

不能，因为他是一名刑警。

这场审讯，是心理战，也是突破口。

干了24年刑侦，选择用一朵月季花作微信头像的卢

立锟，早已明白“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人生哲理。他拿

起早已准备好的旧档案袋，将手往身后一背，摆出“领导”

姿态进了审讯室。关门那一刻，他的脸上甚至还挂上了

“轻松”的笑容。

15分钟后，对方“缴械投降”，开口交代。卢立锟又赢

了一次。

卢立锟和刑警兄弟们经历了这样一场又一场的“硬

战”：有死不开口的嫌疑人，有漂白身份成为“人生赢家”的

“老板”，还有早已去世深埋地下的“骸骨”……这些年代久

远的命案，被时间覆盖上一层层尘埃。可一代又一代的温

州刑警，始终没有放弃。今年，他们搭乘着刑事技术高速

发展的列车，追赶着时间的脚步，揭开了整整50起命案积

案的真相。

一击即中

“这起案子，你们去贵州再比对一次，不行就去广州、

上海、江苏，那都是务工者的聚集地……”今年5月，温州

瓯海刑侦大队会议室里，卢立锟从桌上整整齐齐的案卷材

料里选出了一份。

今年初，公安部组织开展“云剑-2020”行动，强力

推进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伊始，恰逢疫情，卢立锟决定

先做好前期准备，他布置各县区大队仔细梳理积案，整

理案卷、档案、物证，将积案分为“有条件”和“条件不

足”两类。

卢立锟在瓯海选出的那份案卷，被归在了“条件不足”

那类。这是一起2005年的命案，在一个未完工的工地二

楼，一名15岁的小女孩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案发时，现

场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线索少到只有当年提取到

的一点痕迹物证。时刻关注刑侦技术发展的卢立锟，知道

这其中存在着技术壁垒。这好不容易提取的痕迹物证，如

果能在嫌疑人曾生活的城市进行比对，数据库相对小，命

中率会高很多。

作为“舵手”，卢立锟不想放弃这起案子，他决定再试

一试。瓯海刑警出发了，很幸运，在贵州就一击即中。嫌

疑人身份锁定，抓捕自然不在话下，这起命案成功告破。

刑警“心结”

“我们刑警都会‘咬’着线索不放。”卢立锟说，每一个

未破的案子都是刑警的“心结”，“命案一日不破，就一日不

会忘记”。

“老领导，当年这起案子，我们想重建专案组，您有没

有时间……”“王大，我们想重建专案……”一个又一个邀

请电话，从卢立锟的手机拨打出去。这是他作为重案大队

长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当好联络员，请回当年案件的侦

查员，“老专班”开新专案会议：一人一句拼凑线索。让卢

立锟感动不已的是，哪怕是退休的刑警，也二话不说就赶

过来。

在重组1994年一起盗窃转抢劫杀人案专班时，一本

老刑警的笔记本更是给年轻刑警上了一课。

1994年7月的一天，嫌疑人走进温州某区的一个小卖

部，拉开抽屉拿钱时，老板娘回来，大喊一声“抓贼”，嫌疑

人连捅老板娘几刀后逃跑。警方大范围排查走访，只得到

一条线索“嫌疑人是四川人”，其余名字、身高、长相等全都

没有。

线索讲到这儿，一名老刑警打开自己的笔记本。上

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当年他走访过的人，大多数名字后都

是“x”，只有其中一个四川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后被打

上了五角星，还有一行注释小字：讲话吞吞吐吐，可能有

线索。

“我找了他七八次，他都不愿意说。第二个月，他辞工

不干了。”老刑警叹了口气，“我一直觉得不放心，你们再查

查。”果不其然，多年过去，这名知情者终于肯开口了。温

州警方根据线索，很快在重庆抓到了嫌疑人。

案件破获后，有民警感叹“真是机缘巧合”。卢立锟却

说：“全靠老刑警当年打下的扎实基础，才有如今的‘机缘

巧合’。”

这些“债”迟早还清

卢立锟也是个老刑警了。1998年，刚参加工作2年的

卢立锟，参与侦破一起杀人分尸案。那时候没有大数据和

高科技，只能靠“人海战术”。警方锁定了一片区域，需要

走访排查5万人，几百个民警开始“扫楼”。卢立锟和兄弟

们平均每天只睡2个小时，笔记本越写越厚。没时间洗澡

刷牙，一有任务，抓个口香糖一嚼，就直奔现场。整整9天

9夜，案子终于破了。

“靠当时的刑侦技术，平均破一起命案要花15天。现

在，15个小时破案，都不敢说快！”卢立锟在刑侦岗位一待

就是24年，见证了温州刑事科学技术的迭代发展。

刑警都有个习惯：在犯罪现场，但凡看着有用的，都会

建档、保存，因为谁都不知道，哪个物证会成为破案关键。

“多提取一些东西，就为破案增加一点希望。”这是一名老

法医曾在现场讲过的话。

今年，瑞安重启侦破1988年发生的一起寻仇案件，破

案关键就是嫌疑人留下的一件血衣。

1988年5月，朱某在瑞安市湖岭潮基乡某村与吴某

（化名）、张某（化名）相遇，因曾发生过矛盾，随即吴、张两

人对朱某拳打脚踢，后被村民劝阻。朱某回家后，怒气未

消，携带木工凿前去报复吴、张二人，将吴某刺伤后潜逃。

吴某因伤势过重死亡。在逃跑过程中，朱某扔了一件血

衣。

这件血衣，也见证了温州物证室的变革。当时，保存

物证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比如牛皮纸防潮、塑料袋防水。

2000年前后，物证室逐渐规范化管理，不仅有了良好的环

境，还建档、分门别类。“2005年，我们开始筹建自己的

DNA实验室，已经可以对物证进行冷冻保存。”卢立锟说，

命案积案的物证如今都被完善地保存着，等待着发挥作用

的那一刻。

今年5月，通过全国数据库重新比对，这件血衣的主

人“现身”了——年初，因疫情下聚集赌博，嫌疑人被广东

某派出所抓获，并采集了身份信息和生物检材。数据库很

快跳出“好消息”，32年的命案，终于尘埃落定。

有个老刑侦领导，每次遇到卢立锟都会问一嘴：“今年

命案破了多少？我们欠的‘债’还清没？”今年，卢立锟很有

信心，“我们相信，随着刑事科学的不断进步，这些债迟早

都能还清！”

重案大队长卢立锟：

温州市连破50起命案积案背后的故事

阮方松：30年“消防电影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