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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8月6日中午12点10分，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特

（巡）警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刚从食堂打包好饭菜带回

办公室，结果还没扒上两口，随手点开的一条警情信

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涉嫌诈骗的网上逃犯张某从外地

流窜到了合肥。

  王军立马放下碗筷，对这条警情进行分析研判，

很快锁定了张某在戴安桥巷的行动轨迹。对地形熟记

于心的王军发现，这条巷子只有一个出口，正是抓捕

的好时机，赶紧拿起桌上的对讲机，呼叫街面巡逻民

警前往巷口进行蹲守。

  12点30分，对讲机里传来兴奋的声音：“张某被逮

着了！”

  20分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对于王军来说，还

不算是最快的抓捕速度。从警17年，他已经成功抓获

犯罪嫌疑人1620名，其中包括网上逃犯678名，为国家、

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亿元。

  因为战绩突出，屡战屡胜，王军被当地群众赞誉

为“庐州神捕”。

走街串巷的“活地图”

  1975年出生的王军，小时候有两个梦想：一个是

从军，另一个是从警。

  第一个梦想在他17岁那年实现了。1992年，王军

如愿穿上军装，进入武警部队服役，3年后考入武警合

肥指挥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留校任职。

  13年后，而立之年的王军面临退伍转业。因为是

副营级干部，还荣立过三次个人三等功，摆在他面前

的选择有很多，不论去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是

“香饽饽”。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当警察。

  在很多人眼里，王军的选择有点“冲动”，30岁才

当警察显然没有了年龄上的优势。但脱下“橄榄绿”，

穿上“警察蓝”，王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两个梦想

都成真了。

  2005年12月，王军被分配到合肥市公安局防巡支

队，负责路面巡逻接处警等工作。当理想照进了现实，

王军内心非常激动，摩拳擦掌地想要施展自己打击犯

罪、惩恶扬善的抱负。然而工作没多久，就被泼了一盆

冷水。

  一天，王军的巡逻车接到合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的指令，称有两人在街面发生纠纷。按照平时行车路

线，大概两三分钟就可抵达现场，但因途中遇到道路

施工，巡逻车绕道耽搁了几分钟时间。等王军和同事

赶到时，围观群众嘟囔了一句：“离得又不远，还来得

这么迟。”

  王军听见了，心里有些委屈，但他知道群众说的

不无道理。“这次只是发生纠纷，如果是打架斗殴，可

能迟一分钟事态就会变得很严重。”这个小插曲让王

军意识到熟悉辖区地形环境，是干好工作的头等

大事。

  王军所在的大队辖区面积有140平方公里，大街

小巷不计其数。如何能够快速熟悉地形？王军用了个

在旁人看来有点傻气的办法：靠脚走。

  只要一有空，王军就会揣个小笔记本，骑上自行

车，走大街、钻小巷，把所有犄角旮旯都研究了个遍，

还亲手绘制了整整十大本翔实的辖区街巷图。时间长

了，哪个路段什么时间堵车，哪条小巷能“抄近路”，巷

子的进出口连着哪条路，不用翻笔记，在他的脑海中

一检索，就有了清晰的地图。

  在那个年代，合肥的大街小巷还没有覆盖监控，

社会安防水平也十分有限，一旦错过了抓捕时机，嫌

疑人作案后逃离，再想抓住可谓是难上加难。但有了

王军这张“活地图”，不仅可以最快时间赶到案发现

场，还能准确预判违法犯罪嫌疑人的逃离路线。

  一天深夜，正在巡逻的王军接到警情，附近蚂蚁

塘巷发生抢劫案。赶过去的路上，王军心里开始盘算：

蚂蚁塘巷不足500米，有两处出口，相距六七十米。嫌

疑人到底会从哪个出口逃走？

  “其中一个出口的路线较直较短，嫌疑人得手后

很可能选择此路快速逃离。”王军直奔巷口，熄了警

灯，决定守株待兔。不一会儿，一个黑影从巷子里窜了

出来，被王军逮个正着。

  还有一次，合肥环城路上有群众被打劫，嫌疑人

向东北方向逃窜。环城路绕城而建，岔道口多。即便警

力四散开来，也无法把每个岔口都封堵起来。

  凭借对环城路地形的熟悉，王军判断嫌疑人很可

能会抄人迹罕至的小道，混入人流量大的市区隐藏行

踪。时间紧迫，王军把想法告诉了同事，调度大家一起

蹲守在小道附近。

  五六分钟之后，嫌疑人果然朝着小道奔来，被冲

出来的民警一把控制。直到被抓，嫌疑人也没回过神

来。让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特意挑了一条无名小道，

民警怎么能“从天而降”。

  一次次的成功抓捕，让王军很有成就感，他期盼

看到老百姓拿回损失财物时开心的笑容。那一刻，所

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心细如发的“神捕头”

  2006年9月，合肥市公安局撤销了防巡支队，重新

组建了特（巡）警支队，王军被分配到庐阳分局巡警

大队。

  虽然工作职责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王军对于抓

捕工作的专注度更强，热忱度也更高了。不同于初入

警队用“脚力走”，王军学会用“脑力想”，如果对辖区

治安动态不掌握，对案件高发地点不清楚，那么街面

巡逻就只是“盲巡”。只有做到警力跟着警情走，变脚

力“盲巡”为信息“导巡”，才能把功夫真正下在刀

刃上。

  自此，王军养成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每天提前

上班，查看最新警情和追逃信息，特别是籍贯在本地

的逃犯，分析研判后划出工作重点，制定巡查计划。在

实施抓捕时，王军注意信息研判，掌握犯罪嫌疑人作

案后仓促逃离现场的心态，使用“中心发案、外围搜

索”的方法，相互增援，做到“围、追、堵、截”立体化

出警。

  一天上午，王军查询到上海警方发布的一条追逃

信息，一名倪姓男子冒充现役军人实施婚恋诈骗。王

军通过研判发现，倪某一周前已经逃到合肥。王军立

即与上海警方取得联系，了解嫌疑人的详细情况。综

合研判出倪某在合肥的一周活动轨迹，画出他的轨迹

路线图，最终确定了多次出现的重复点。

  以此为中心，王军喊上同事赶到附近蹲守，转悠

至深夜，看到一名黑衣男子慢悠悠地走来，此人正是

倪某。王军向同事示意了一下，三人立刻上前包抄，将

倪某一举抓获。这是王军抓获的第1000个犯罪嫌疑

人——— 从上海警方发布追逃信息到王军将其抓获归

案，只用了8个多小时。

  从警17年，王军以平均4天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的速率，不断刷新自己的“抓捕业绩”。经过长时间的

经验积累，王军还总结了“街面巡控三三工作法”“网

上追逃三步定位法”，做到眼勤、手勤、口勤“三勤”，快

速反应、快速处警、快速掌控“三快”，以及信息导巡、

外围搜索、协同作战“三坚持”。巡逻时必须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特别紧盯重点治安区域及案件高发区域，

仔细检查可疑人员随身或所驾车辆中是否携带可疑

物品，要勤问、敢问、善问来发现问题。在巡逻和接受

指令时做到动作迅速，根据案情快速预先处置，控制

局面，做到有警出警、无警巡逻，巡在路面。

  有段时间，合肥双岗一带发生多起电动车盗窃

案。王军梳理了案情后，分析嫌疑人的作案规律，研

判出一条结论：嫌疑人很可能在双岗老街再次作案。

当天凌晨一点多钟，王军与同事驾车在老街展开巡

逻。巡到七八圈时，看到一名男子推着一辆女式电动

车迎面走来。王军瞟了一眼，发现车辆崭新而且没插

钥匙。

  就是他了！为了不打草惊蛇，王军从车窗探出头，

装作不经意地问他：“小伙子，怎么有车不骑啊？”

  “车没电了，没法子骑。”男子故作淡定地回答。

  “那你辛苦了，晚上注意安全啊。”王军说完，佯装

离开。就在两车擦肩而过时，王军悄悄与同事说了句

“停车”，拉开车门下车就抓。小伙子把车一甩，没跑多

远就被擒住了，哭着向王军求饶说，自己因为盗窃进

去3次了，这回才刚刚放出来15天。

  为了悄无声息地接近嫌疑人，王军习惯在口袋里

揣着文身贴、金项链，备着外卖小哥、清洁人员的工作

服，可以随时随地“换马甲”。无数次实战证明，只要被

他“盯”上的嫌疑人，就无法逃脱。

薪火相传的“匠人心”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王军不仅自

身业务能力突出，还倾囊相授看家本领，为合肥公安

队伍培养出一名又一名“新神捕”。

  2019年，合肥市总工会授牌王军劳模创新工作

室，成为合肥市公安局首家劳模创新工作室。王军努

力做好“传帮带”，为民警提供学习交流平台，提高他

们的研判应用水平和抓获现行能力。

  庐阳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杜光明与王军是同期到

大队的老同事，但杜光明却常说他是王军带出来的徒

弟，是王军手把手教他在电脑上研判，给他讲解如何

寻找嫌疑人的轨迹，又如何确定嫌疑人可能出现的点

位，提升了自己街面巡逻盘查抓获率。

  从派出所调到巡警大队给王军当副手的周福明，

没从事过抓捕工作，到了大队就跟着王军学如何抓

捕、如何取证、如何移交，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出

师”后，杜光明在队里负责警情研判，周福明则负责抓

捕，两人配合默契，抓获了很多嫌疑人。

  2021年11月，王军调到合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

队分管巡控工作。今年“五一”劳动节，以王军个人命

名的合肥市公安局首个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正式授牌，着力打造全省实战实训高技能人才发展的

培训基地。对于王军来说，“工匠”两个字代表着沉甸

甸的责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合肥市刑事案件

发案总数、命案发案数、八类暴力犯罪发案数、三类可

防性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却

日趋隐蔽多样。王军与时俱进，积极适应公安工作新

形势新变化，探索基层警务实战新路径。他通过内部

挖潜培养人才、精准规划招引人才等方式，培养和吸

纳情报信息研判、巡逻防控、街面捕现、网上追逃、视

频侦查、警务技能培训等各方面的专家能手和业务骨

干16名，更新升级“街面巡控三三工作法”，创新打造

“1+N”街面巡控交互模式、“五位一体”综合追逃要素

模型，先后总结推出了进攻性盘查技战法、“口袋搜

捕”技战法、“1分钟”快反圈环境速记五法等成果，完

成了多项技战法攻关。

  王军还注重强化特警队伍实战能力建设，对分管

的五个大队“分类施教”。每个大队分别以买卖私油案

件、街面侵财类案件、盗窃案件、网上追逃以及砸车窗

盗窃案件等为主攻方向，成立案情研判小组，进行专

案攻坚。同时，每月举行一次“特警群英榜”比拼，发动

队员们分享案例，王军再进行点评和经验指导，激发

大家比学赶超、查缺补漏的热情。王军还经常组织队

里的年轻人进行红蓝对抗，在“猫”与“鼠”的模拟较量

中锤炼大家的能力，培养出会分析、懂研判、精抓捕、

善总结的专业人才。

  “以前很多特警队员是被动地等派警，现在大家

思想观念转变了，更多的是动脑筋想要做事情，主动

参与到公安业务中来。”合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政治部李洁感受到，队伍的精神面貌、实战能力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大家说起工作来很有成就感和归

属感。

  自去年11月以来，王军带领队员们共抓捕犯罪嫌

疑人169名，其中网上逃犯67人，在抓获网上追逃人

数、破获街面侵财性案件量等方面实现大幅提升。

临危不惧的“英雄胆”

  与数以千计的嫌犯“过招”，不乏“险招”。

  从警17年来，王军经常会遇到嫌疑人的激烈抵

抗，曾直面过黑洞洞的枪口，遇到过挥舞的菜刀扑面

而来，和嫌疑人一起从两层楼的高度坠落到恶臭的粪

池，还在大雨的泥地里徒手肉搏过。

  2012年7月16日凌晨3点45分，王军与同事在某小

区追堵两名盗窃未遂人员。在抓捕其中一人许某时，

另一人董某趁机逃窜，钻进了一个菜市场里，很快不

见了人影。

  “菜市场只有这一个出口，他肯定还在里面。”王

军安排同事守住门口，用手电筒打着强光给自己作掩

护，只身一人走了进去。

  菜市场夜间停放了很多货车，黑漆漆又静悄悄

的。为了防止背后偷袭，王军后背贴着墙，举着手电筒

检查每一辆车可能藏人的地方，查到第3辆时，发现了

蜷缩在货车里的董某。

  两人一照面，董某爬起来就跑，王军紧追不放，一

路跑上了用石棉瓦铺顶的“房屋”。因为房顶承受不了

重量，两人踏空掉了下去。王军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

双手也陷入了“软泥”里。原来，这里是有两层楼高的

家禽宰杀区，满地都是鸡鸭的羽毛与粪便。

  这时只见董某右手伸向怀里，顺势准备掏出凶

器。王军顾不上疼痛，随手抓起地上的粪便，朝着董某

脸上丢去。就在董某下意识摸脸的瞬间，王军将其

制伏。

  事后，王军从董某身上起获了一把甩棍和一个磨

尖了头的T型器械。如果不是王军反应快，后果不堪

设想。随着许某、董某的落网，带破了12起盗窃案件。

  面对危险，王军不惧个人安危，每次带队出去抓

捕时，对身边的战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先

上，你们跟在我后面”。

  2012年8月的一天，在对一名贩毒嫌疑人实施抓

捕时，王军刚一靠近，狡猾的毒贩拔腿就跑。王军与同

事快速追了上去，近在咫尺之时，毒贩突然转身高举

着一个带有血液的针管，对着王军大喊：“老子有艾滋

病，这个针管里是我的血，不想要命的就来抓我。”

  王军没有丝毫犹豫，故意用手对其身后一指，大

声地喊：“快点，从后面上。”

  就在毒贩转头分神的瞬间，王军一个箭步冲了上

去，用双手紧紧抓住毒贩高举着针管的右手，与同事

合力将其摔倒在地并成功控制。后来经过检查，毒贩

患有艾滋病是真的，针管里的血也是真的。

  回到队里，有同事问他：“人家都说了有艾滋病，

还敢冲上去，你不怕吗？”王军笑笑说：“我是警察，我

能怕吗！”

  如今想起当年过往，王军淡然地说：“当时想不了

太多个人安危，只想着抓人了。就算不是我，是其他警

察，我相信他们也会冲上去。”

  这些生死瞬间，王军害怕家人担心，从来没跟家

里说过。王军的儿子还是上初中时，意外从报道中得

知了父亲的故事。在一篇关于父亲的作文里，王军的

儿子写道：“我希望爸爸上班的时候注意安全，平安

回家。”

铁面柔情的“暖心肠”

  国字脸、板寸头，笑起来有些憨厚、腼腆……初识

王军的人，很难将他与“罪犯克星”的凌厉形象联系

起来。

  而熟悉王军的人深知，他的一面是铁血，一面是

柔肠。面对那些气焰嚣张、作恶多端的违法犯罪嫌疑

人，王军铁面冷酷，疾恶如仇，但碰上深陷困境、知错

能改的嫌疑人，王军更愿意用人性的温暖，拉他们一

把，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回归正道。

  2019年7月24日，忍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王军与

同事在地下车库蹲守了10个多小时，衣服都湿透了。

终于等到驾车返回车库的逃犯洪某，却发现车上坐着

其年幼的女儿。

  当着孩子的面把父亲抓走，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

影。王军犹豫了一下，拉住准备冲上去的同事，一个人

悄悄靠了上去，用身子挡住孩子的视线，向洪某亮明

身份：“我们是警察，找你什么事应该明白。你好好配

合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照顾到你，不要吓到孩子。”

  “我配合你们。”洪某感激地看着王军，请求让他

回一趟家，安顿好妻女。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王军以

洪某朋友的身份，陪着他回家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饭。

吃饭时，孩子热情地问王军：“叔叔，你怎么不吃饭？”

望着可爱的孩子，王军说：“叔叔吃过了，等你爸爸吃

好饭，我和他要出去办点事情。”

  那晚，洪某在被带进办案区前，转身给王军深深

地鞠了一躬说：“谢谢您没有当着孩子的面抓我，我一

定会好好改造，出来重新做人。”

  逃亡19年的持枪杀人嫌犯郑某，也是在王军的感

召下投案自首的。2020年，合肥公安机关创新开展命

案积案“揭榜挂帅”专项行动，王军对这起目标案件梳

理发现，郑某的一名远房亲人似乎知道他的下落。王

军找到此人进行多番政策宣讲，一个星期后郑某投案

自首。

  “这十几年，我过得不是人过的日子啊！”见到王

军，郑某说起逃亡的痛苦。

  “你光考虑你自己，你把人打死了，人家家里面怎

么过的，你想过吗？”听到王军的一番话，郑某眼泪哗

哗地流了出来，连声说道：“对不起。”

  一个鞠躬、一声忏悔，让王军对警察的使命有了

更深的认识，打击犯罪不是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才是根本。王军用一颗“温柔心”，引领他人迷途知返，

只要“嫌犯越少，治安就会越好，老百姓身边的风险也

就越小”。

  作为一名党员，王军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重

要位置，把辖区平安祥和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2020

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合肥市相继出现多起

确诊病例，形势十分危急。王军写下请战书，按下红手

印，组织成立党员先锋突击队，带领民辅警到高速公

路收费站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到街道社区执行确诊小

区封控任务，到定点隔离医院执行任务，始终战斗在

疫情一线，连续76天没有踏入家门。

  之后，得知合肥新桥机场承担大量入境人员转运

工作，王军又主动请缨带领34名应急队员披甲逆行。

转运当天，新桥机场地表温度高达57℃左右，王军带

领队员穿戴防护装备，连续奋战10小时，共转运登记

281名境外入境人员，搬运行李547件、11656千克。

  从警以来，王军先后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

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

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等称

号，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4次。

  虽获荣誉满身，但在王军身上看不到一丝“光

环”，反而更加低调谦逊。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荣誉不

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集体的。既是鼓励，更是鞭

策，鞭策自己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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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州神捕”王军：17年里平均4天抓获一名嫌犯

  图为王军（右一）带领队员在安徽合肥步行街街面巡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