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终于有空了，我想把我这
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一下，写成
课件或一本书，给大家留下来作为
参考。”躺在病床上的郭伟民曾向旁
人说起自己的一个心愿。

尽管这件事成了未了的心愿，
但事实上，郭伟民已经在日复一日
的言传身教中，为福州刑侦工作留
下了宝贵的财富，“有他，是福州刑
侦的福气”。

早在 2004年，郭伟民便总结提
炼了“从个案突破，摸清组织架构”
的打黑模式，为“快准狠”打击涉黑
恶犯罪提供实战经验。“这个模式至
今仍在使用。”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一大队民警何祖文介绍。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
针对黑恶线索量大、面广的特点，他
还组织研究实施“粗扫、细扫、精扫”
做法，建立派出所地毯式滚动摸排、
重点警情预警深挖、重点案件分析
研判、重大线索挂牌督办等机制，建
立摸排零线索单位“三长签字背
书”、约谈督导、责任倒查等制度，为
扫黑除恶斗争提供“福州样本”。

在身先士卒的同时，他还不忘
为福州公安刑侦队伍培养专业人
才，经常性地结合大学习、大培训活

动，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命案侦破和
扫黑除恶经验，多次为省市刑侦骨
干民警授课。“不但要培养人做事
情，还要培养人做事情的思路。”郭
伟民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人说道。

“他从不吝啬对后辈的教导和帮
助。”福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政治
处主任陈庆兰是郭伟民在警犬基地
的老同事，他记得，本是从事警犬兽
医工作的自己正是在郭伟民的鼓励
下学习了法律知识，并在他手把手的
教导下，将本已被淘汰的追踪犬“思
伦”训练成福建省第一只缉毒犬。

“他除了教我怎么训犬，还自己
钻研。考虑到当时毒品案件高发，
毒品的搜素追踪在实战中面临很多
困难，他就想着训一只缉毒犬。”陈
庆兰回忆。没有毒品作为嗅源，怎
么训？“海洛因有醋酸的味道，他便
让我尝试用醋来作为嗅源进行训
练，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而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曾一起奋战在刑侦战线的罗源县公
安局政委高湛看来，郭伟民留下的，
除了实战经验和机制外，还有宝贵
的精神财富。

“当时，我被郭政委不拿下专案
誓不罢休的执着信念深深地感染

着。”高湛清楚地记得在侦办一起涉
黑专案时和郭伟民“捆绑作业”的那
半年时间。

涉黑专案往往犯罪嫌疑人多，如
何羁押、如何审讯都是现实问题。高
湛回忆：“郭政委常说‘无论多大的困
难一定能克服，专案工作不可以有任
何的停滞’。”为此，郭伟民精心制作
了专案组提审和询问规范，对民警提
审细节以及询问证人、被害人时的防
护甚至是使用的语言均进行明确。
在郭伟民的指导下，专案工作稳步向
前推进，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受到法
律严惩，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从郭伟民身上，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福清市公安局副局
长王丽朝一样感受到他独特的人格
魅力：“他除了教我们怎么办，跟我
们一起办，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
他还主动带头住进了看守所的监室
里，和犯罪嫌疑人同吃同住了整整
两个月，每一天，郭政委几乎都是第
一个进来，最后一个离开。”

回忆起2007年郭伟民带队前往
福清带领还没有打黑实战经验的福
清刑侦民警开展工作，王丽朝深有
感触：“当时带给我们的震撼是难以
言说的，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和精神影响了我们这一整代的福清
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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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信仰而燃烧
追记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二级高级警长郭伟民

浩气昭日月，忠诚铸警魂。
他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刑侦战线，始终奋战在大案要案、涉黑涉恶以及急难险重案件侦办最前沿，以自己的先锋模范引

领带动福州刑侦队伍屡立战功、屡创佳绩。在病情最严重时期，躺在病床上他仍电话跟踪案件进展，指导侦办细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2023年3
月15日23时许，因抢救无效，他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不舍，永远离开了人世，年仅55岁。他就是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郭伟民。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有人说，郭伟民是福州刑侦战线的灵魂将帅；有人说，他是正直刚毅且善良的兄长；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眼里只有工作
的“拼命三郎”；还有人说，他是一座刑侦知识的富矿。这当中，大家都说“他怀揣着对公安事业无比炽热的信仰，用职业生涯树立起一座惩恶扬
善、保民安宁的正义丰碑”。

郭伟民曾说过：“无论多大
的困难，一定都能克服，专案工
作不可以有任何的停滞。”在跟
他共事过的专案组民警的眼里，
他似乎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知
退缩，也从不允许自己停下。

每次办理专案，每天晚上的
汇报会开完后，大家散去，他还
会继续整理、复盘当天工作，认
真查看每一份笔录，并根据当天
工作的进展与疏漏安排好第二
天的工作。“像一个主厨，大家等
着他开出菜单，第二天好买菜、
切菜、炒菜，他不敢停。”

2020年，妻子得知正在县里
办专案的郭伟民胃病又犯了，专
门驾车近两个小时带药去看望，
结果郭伟民与妻子的交流只有
在专案点门口简简单单的 15个
字：“别担心，没大问题，专案很
忙，你回去吧。”接过妻子递来的
药，便让妻子回家了。

郭伟民的家距离福州市第
一看守所不过几百米，但在侯振
光的印象里，每次在第一看守所
驻点办案时，短则一两个星期，
长则一两个月，郭伟民都极少回
到家里哪怕只是打个盹。

“老婆孩子早就习惯了，要
说亏欠还是欠兄弟们的最多。”
郭伟民曾这么说。如此严苛要
求自己的他，在面对与跟随自己
或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时，却
是另一番模样，“他是一个随时
随地可以坐下交心的父辈兄
长”。

一次专案办理过程中，一位
被抽调参战的民警的妻子即将
临盆，因为案件正是攻坚阶段，
这位民警坚守岗位，郭伟民得知
后，二话不说把人“赶”了回去：

“都要当爸爸了，赶紧回家看
看！”

刑警之间的感情，都是过命
之交。2005年，侯振光和郭伟民
一路追捕一名涉枪案件的主犯
到了杭州。根据前期研判，该人
极大可能随身携带着枪，因此，
他们协调了当地警力，并借来了
防弹衣。

侯振光正准备穿上的时候，
郭伟民一把拿过防弹衣穿上。

“当过刑警的人都知道，穿上防
弹衣就意味着危险，他说，我个
子比你大，我来。”回忆起过往点
滴，侯振光数次哽咽流泪。

当了政委以后，郭伟民更是
不忘对支队民警的关心爱护。“支
队里哪个民警有什么困难，需要
协调的，他都想尽办法去做。”

郭伟民走了，他将自己的一
生献给了挚爱的公安事业，他为
破案奔波的脚步，走出了一个人
民警察最美的姿态；他用生命燃
烧信仰，用赤子之爱谱写了一首
壮美的人生之歌。他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将激励与鞭策他的
战友们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的
清朗天空。

在主治医生眼里，郭伟民是个
配合且意志力极为坚强的病人。
后期的治疗很是痛苦，但郭伟民几
乎不喊痛，每次都是坚定地说“要
治”。

“他这是不服输，要抗争。”在
长期与郭伟民一起“南征北战、披
荆斩棘”的陈巍眼里，这就是他认
识的郭伟民，“他是我见过的最顽
强的人！”

对待病魔如此，对待工作亦是
这般。

2004年，郭伟民带队远赴湖北
抓捕一名身负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对方身体素质极佳，受办案条件制
约，抓捕成功后只能使用一辆三轮
摩托车将其带离现场。路上，犯罪
嫌疑人负隅顽抗，打斗中三轮车翻
倒，身上多处受伤的郭伟民硬是忍
住疼痛拼命死死按住犯罪嫌疑人，
成功阻止其逃脱。

2021年年底，郭伟民的脖子上
长了一颗瘤，大家都劝他赶紧去手
术治疗。但是直到 2022年瘤开始
压迫神经，他才去医院。“上午动的
手术，当天下午包着纱布他就回到
单位开始工作。”福州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六大队副大队长商宁森回
忆。

郭伟民浓眉大眼，眼神锐利，

生病前身形颇为壮实，天生带着一
种警察的威严，侦办案件时更是敢
于碰硬、敢于亮剑。“很少能在一个
人脸上清楚地看到嫉恶如仇的表
情，而他就是这样的人。”郭伟民的
眼神给身边的同事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
间，福州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涉黑
案件。该涉黑组织以心狠手辣著
称，社会关系复杂，先后实施了多
起刑事案件。为了打掉这颗毒瘤，
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
队长的郭伟民牵头成立了侦查小
组开始调查。

随着社会的发展，黑恶组织也
早已“转型”，这场较量，是没有硝
烟的，是一场暗战。“前期的侦查工
作一旦被察觉，不但会打草惊蛇，
甚至会引起该组织团伙的反扑。”
侦办该案的专案组民警回忆。

作为一名与各种黑恶组织
“交手”超过 20 年的老刑警，郭伟
民自然能感受到这种危险的气
息。“不管任何的威胁恐吓，都别
想吓倒我，哪怕是以我的家人相
威胁，我也不会有任何的退缩。”
郭伟民不止一次在专案组里强调
这句话，表明必胜的决心，更是为
专案组的成员打气。最终，该案

成功侦破，狠狠打击了涉黑恶团
伙的嚣张气焰。

侦办每起涉黑专案都是一段
呕心沥血的过程，吃住在专案组、
没有休息日、不回家都是常态。为
了把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郭伟民
和专案组民警一道披星戴月，白天
指导专案全面工作，纠正存在的问
题和错误，夜晚组织民警汇总工作
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障
碍。在侦办全省首起“套路贷”涉
黑专案时，历经 4个多月的经营和
近 5个月的审理，单是搜查到的书
证就多达 20 箱，大大小小的箱子
和案卷资料可铺满整个足球场。
同事朋友每每问到他是否觉得亏
欠家人时，他总是笑着说：“老婆孩
子早习惯了。”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常
态化斗争以来，作为福州公安扫黑
工作“灵魂人物”的郭伟民既是指
挥员，又是战斗员，始终与全体扫
黑民警一起奋战在一线。在他铁
血作风的带领下，全市公安机关累
计打掉涉黑组织 38 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 175个，刑拘九类涉恶犯罪
嫌疑人 10798名，查封、冻结、扣押
涉案资产估值 43.5 亿元，成绩突
出。福州市公安局也由此获评“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走进郭伟民的办公室，门
后的一个铁皮柜子里，整齐地
码放着他的 2003 年以来的超
过 50 本工作笔记。有的本子
封皮已经磨损掉落，又被用胶
布粘上。逐一翻开，上面密集
又整齐细致地记载着 20 年的
工作细节。

几乎所有和郭伟民共事过
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细
心二字：“严谨细致是一个好刑
警必备的素质，在他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

1997年，福州发生一起抢
劫杀人案，主犯杨某金在作案
的当晚便潜逃外地，从此销声
匿迹。

“我们俩一起去了很多次
他在浦城的老家，但是一无所
获，这个人像是从这个世上消
失了一样。”尽管已经过去近30
年，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副
局长侯振光仍记得当年自己作
为侦查员和郭伟民一起侦办的
这起案子。

时间来到 2004年，郭伟民
和侯振光的追凶之路走到了第
七个年头。这一次，他们仍像
之前一样，来到杨某金的老家，
找到村干部了解情况。

一名村干部闲谈间提起自
己不久前听到的一件事：隔壁
乡镇的派出所前段时间收到一
封上海寄来的照片和协查函，
一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
称是该乡镇的村民吴某某，但
是经核实，两人的外貌和年龄
都相差太大，此事不了了之。

一个被作为闲谈谈资的
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话
题甚至没有在此停留，但郭伟
民除外。他向搭档侯振光提出
了想去看看的想法。

在隔壁乡镇派出所，郭伟
民见到了那张上海寄过来的照
片，一眼认出这就是自己苦寻7
年的杨某金。

然而，之后的上海之行并没
有想象中顺利。伪装成吴某某
的杨某金已经刑满释放离开监
狱，无论是侦办盗窃案的上海民
警，还是负责看押的狱警，甚至
是同监室的人，都没有从他口中
获得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在那个侦查技术并不发达
的年代，找这样一个人无异于
大海捞针。郭伟民没有放弃，
而是翻起了看守所的收寄件记
录，发现有一个叫林某的人给
杨某金寄过钱。林某是谁？在
哪？没人能回答。“看似一道曙
光，但还是要大海捞针。”侯振
光回忆。

郭伟民没有沉浸在挫败

中，而是继续翻看记录，细心的
他在厚厚的记录本里第二次看
到了林某的名字。这次林某给
关押在同监狱的另一个人程某
寄了钱，程某的身份是能够确
定的。案件自此打开缺口，势
如破竹，作为公安部A级通缉
在逃人员的杨某金落网。

2005年，福州发生了一起碎
尸案。时隔多年，案件的许多细
节早已被遗忘，但福州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一大队民警刘洪清仍
记得那样一个场景：时任福州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
长的郭伟民打着手电筒趴在地
上仔细查找，最终在一张椅子的
夹缝里找到了部分人体组织，确
认了第一案发现场，为侦破案件
的证据链补上了关键一环。

而在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技术处副处长何士涛的眼
里，郭伟民的细致是“大家长”
式的。

何士涛分管警犬队，常常
需要身为政委的郭伟民签批报
销申请。每一笔申请，郭伟民
都要认真查看并仔细询问，精
打细算，确保把资金用在“刀
刃”上。“他常告诉我们，可花可
不花的钱就不花，但是该花的
钱，他一分也不会少批。”何士
涛说道。

2017年，郭伟民任福州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分管技术处的
副支队长，时值警犬基地犬舍
翻新，从图纸设计、建设把关到
建成验收，郭伟民都会亲自参
与到具体的细节中去。2022
年，警犬基地计划搬迁，对新址
的选址工作，郭伟民也耗费了
大量精力。“他很多次到备选点
实地调研，还会自己去走访相
关部门了解选址地的土地归属
和性质等，确保万无一失。”何
士涛介绍。

然而，就是这样在办案中、
在工作上事无巨细的一个人，
却唯独对自己总是粗心大意。

早在 2022 年 7 月份，郭伟
民就出现了腹胀不适的症状，
但他不以为意，放心不下手头
工作的他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到
医院检查。11月 3日，确诊患
癌后，郭伟民给福州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八大队副大队长陈巍
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便是

“确诊了，事大了”。电话这头
的陈巍还在唏嘘，郭伟民便立
马问起了正在侦办的一起专案
的情况。“我打趣他，你也太不
当回事了吧，我甚至都还没来
得及开口细问。”回忆至此，陈
巍笑着笑着却红了眼眶，“他就
是这样，工作就是一切。”

严谨细致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N通讯员 榕公宣
海都记者 汤先增 文/图

他是我见过的最顽强的人”

他对案件始终保持着高级别的敏锐性”

他是一个随时随
地可以坐下交心的父
辈兄长”

郭伟民（中）言传身教，悉心指导身边的民警

郭伟民

斯人已逝，留下空空的办公桌

郭伟民办公室里摆放整齐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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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安部扫黑除恶专家库成
员，郭伟民的专业毋庸置疑。

无论多大的涉黑案件，最初往
往都是由一条简单寥寥数语的举报
线索，抑或是零散的、看似毫无关联
的警情开始的。每年汇总到刑侦支
队的涉黑举报件和线索有上千件，
但只要是郭伟民选出来的线索，深
挖下去，一定能挖出案件。“他对案
件始终保持着高级别的敏锐性。”陈
巍这样评价。

许多涉黑案件涉及的环节众
多、周期长久、保密要求高，如何广
泛地搜集线索，如何组建团队，如何
实现大批量的经营和审理过程的无
缝对接，每一个细节都考验着指挥

者的智慧。
但是只要有郭伟民在，专案组

的民警心里就有底：“这事能成”。
他的专业不仅仅体现在对案件的预
判性上，同样体现在沟通协调能力
和对大专案的指挥能力上。

“一个专案有时候要抽调来自
不同单位的百来号民警，时间紧、任
务重，人员怎么调配，如何指挥调度
形成战斗力，每天这百来号人要做
哪些工作，他就像一个指挥打大仗
的将军一样，总能安排得明明白
白。”陈巍说道。

“命案、大要案、涉枪案、涉黑
案，他既能指挥也能自己办，而且都
能办得好。”和郭伟民共事20余年的

侯振光评价郭伟民是个“全能型领
导”。

虽然没有“官方认定”，但郭伟
民在大家的眼里，同样是当之无愧
的“预审专家”。

2008 年，郭伟民手上重启了对
一起旧案的调查。那是一起10年前
的持枪杀人案，因为素有过节，林某
某被受害者家属指认为是幕后主
使。但由于当年枪手及一些案件相
关人员作了虚假供述，导致林某某
被认定为无罪后释放。

旧案重查，往往面临着证据的
灭失以及嫌疑人更加充足的应对准
备，可谓困难重重。“没有证据，只能
通过预审，看看能不能攻破。”福州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副局长连平是当
年参与侦办的民警之一。

审讯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你问我
答，而是一场攻心之战。郭伟民没
有着急走进审讯室，而是先坐下来
制定审讯方案。“他有个习惯，每次
预审前，都要详细摸排梳理案件情
况、犯罪嫌疑人的兴趣爱好、成长经
历、家人信息、交友情况，等等，事无
巨细，然后才对症下药。”

在预审中，郭伟民依靠充足的
准备和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林某
某在谈及自己情人时微小的表情变
化，认定其情人是突破口，并最终成
功攻破其心理防线，侦破了这起一
开始被认为“无懈可击”的案件。

有他，是福州刑侦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