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刑警，是往前看的——接

到报案，迅速侦破，与犯罪嫌疑人

赛跑。

也有一部分刑警，总是惦记着

几十年前的人和事。上海市公安局

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刘思卿，就

是这样一名专破“冷案”的追逃刑

警，先后参与了500余名在逃犯罪嫌

疑人的追捕工作。

多年来，那些试图逃脱制裁的

犯罪嫌疑人，小心翼翼地藏匿在时

空阴影里：有的在外30年不敢回

家，有的冒用女儿的虚拟身份，有的

蜗居于书架暗格内，有的在桥洞下

以钓鱼为生……

数十载光阴流转，无数回斗智斗

勇，只要有热血的执法者，就没有永

远尘封的罪案。刘思卿与同事们在

黑白案卷中翻找线索，在阴影罅隙中

不懈追寻，给生者慰藉，为逝者雪冤。

“冷案”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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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讯录上的“D”

2020年初，宝山一处农宅内，刘思卿与同
事例行走访一名老人，询问情况。他是在逃
人员钱某的大哥。
那时，钱某已逃亡超过30年，案件侦破线

索相当缺乏。原本，刘思卿对这次走访也没
有抱太大希望。
可就在聊天时，他无意间瞥见桌上的旧

报纸边静静躺着一本通讯录。趁钱某的大哥
不注意，刘思卿迅速翻开浏览，只见通讯录首
页写着一串手机号码，没有标注任何姓名，只
有一行淡淡的铅笔印，旁边留下一个神秘的
英文字母：D。
“D”是什么意思？刘思卿心中有了一些

怀疑。但他不动声色，迅速地背下这串号码，
又将通讯录放回了原处。回到办公室，刘思
卿立刻循线调查，很快发现这串电话号码的
主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钱某。这个不起
眼的“D”，原来就是“弟”的谐音。
后来刘思卿才了解到，一直在外不敢回

家的钱某，近几年已经和大哥联系上了。但
他们都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电话好几年才
打一通；大哥自驾从上海前往贵州探望对
方。原本频率极低的交往并不会引起警方注
意，但偏偏那一次，通讯录上的这串号码被刘
思卿敏锐地瞧出了蹊跷。
那次抓捕，是分管追逃的宝山分局刑侦

支队副支队长刘欣带队。背井离乡的钱某已
在贵州生活了30多年，有了平凡的人生轨迹：
收养了一个儿子，靠在工地打零工赚钱，把养
子一路拉扯到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当地没
有人知道，看起来“是个好人”的钱某曾在上
海坐过牢，更不知道他曾犯下一桩重案，已被
警方追捕数十年。
钱某所有的档案记录包括绰号，民警们

早已烂熟于心。抓捕当天，钱某正与工友吃
饭聊天。“小六子！”一进屋，刘欣就用上海话
喊出了钱某的绰号。“到！”多年前的记忆刻骨
铭心，钱某一个激灵，条件反射般站起身来，
随后被民警一把按住。
他知道，自己再也逃不掉了。

二 书架暗格里的人影

钱某一案，是刘思卿协助侦破的第一起
“冷案”。那一年，1993年出生的他只有27

岁，而这桩案件已尘封了31年。
其实，在此案告破之前，刘思卿对追逃工

作还有一些“刻板印象”。2019年，作为一名
从警2年的新人刑警，刘思卿刚在刑案侦破中
崭露头角。可就在他满怀一腔热血、想要大
显身手之时，却被告知将调动至刑侦支队追
逃探组。
繁冗的案卷档案，清晰度有限的底档照

片，零星的生物痕迹样本、现场证物……每
天，刘思卿要面对的是极为有限的待核查线
索。在年轻的探员们看来，这些年数已久的
“冷案”“积案”，已被前辈们“盘”了一遍又一
遍，远不如侦破“现案”过瘾，甚至可能付出百
倍努力也不会有结果。
望着一沓沓案卷，刘思卿一时间也不免

心灰意冷。但钱某案这块“硬骨头”被啃下
后，刘思卿第一次感到：线索，其实不会随着
时间永远尘封。即便是蛛丝马迹，在未来某
个时刻，也将成为如山的铁证、破案的关键。
“既有老侦查员的韧劲，又有青年民警的

冲劲。”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政委黄雷韵给了刘
思卿这样的评价。
几年前，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刘思卿与同事

们锁定了在逃人员杨某及其妹妹在上海的落脚
点。这是一间复式结构的公寓。民警敲门后，
过了好一会儿，杨某的妹妹才慢吞吞地来开门：
“谁呀？我刚才打扫卫生呢，没有听见。”

衣柜、床底、储藏室……进屋后，抓捕组
仔细搜索了房间各个角落，却始终未能发现
杨某本人的踪影，屋内只有她的妹妹一人。
几番搜寻下来，也有人在心里犯起了嘀咕：是
不是搞错了？但刘思卿对前期准备工作有着
十足的信心，他认定，杨某绝对就藏匿在这间
屋内。
在书房搜索时，刘思卿细心地发现，书架

上有一处拼接的痕迹。再细细观察，只见书
柜厚度与墙体存在一定差距。他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伸手推了推。第一次，书架纹丝不

动；可随着第二次推动，书架“吱呀”一声移开
了几厘米，露出背后的一处暗格——杨某，正
蜷缩着躲在里面！
“线索不会说谎。”刘思卿说，反复的信息

甄别、数据分析和案情研判工作，无疑是枯燥
的；但正是基于充分的前期工作，才有了这一
次从墙缝中“嗅”出在逃人员的笃定。

三 虚拟世界的“分身”

先后参与了50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
追逃工作，成功侦破10年以上“冷案”10起，
抓获10年以上在逃犯罪嫌疑人20人……这
些年，刘思卿不仅快把辖区内的在逃人员
“追”完了，还经常帮助外省市警方缉凶归案。

近20年前，犯罪嫌疑人常某在宁夏银川
作案后“凭空消失”了。受当年刑事侦查技术
限制，无论是案发地的宁夏警方，还是常某户
籍地的河南警方，一直没能成功抓获常某。
随着近年来警务协作更加便捷、侦查技术更
加多样，这起“积案”于今年3月被远在上海的
刘思卿与同事们找到了突破口。
“常某和妻子育有两男两女，我们发现，

他的大女儿最近在上海宝山活动。”就此情
况，宁夏警方向上海宝山警方发来协查。刘
思卿经过调查发现，这名“大女儿”不仅和兄
弟姐妹保持日常互动，还和突然冒出的三妹
“婉婉”有着密切联系。

可是，常某的初始户籍档案上明明只有
两个女儿。逃亡在外20年，第三个女儿婉婉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疑点就是破案的“钥匙”。刘思卿和同事

们立刻围绕这名神秘的“三女儿”展开调查，
很快发现蹊跷之处：常某的4名子女的户籍
地、工作地、常住地都不在山东，却常与婉婉
相约春节期间在山东巨野“逛大集”。更奇怪
的是，婉婉好像有“分身术”一般，行为轨迹异
常多变。
上海警方判断，婉婉很可能就是常某，并

将情况通报给山东警方。今年3月14日，常
某在山东巨野被成功抓获。
经调查，婉婉确有其人，是常某夫妻的养

女，这件事只有家属知晓。而频繁活跃在山
东的“三女儿”，正是常某本人。就好像一辆
“套牌车”，常某冒用养女的身份生活了近20

年，最终还是成了“瓮中之鳖”。

四“荒野求生”的他们

追逃多年，像常某这样活在阴影里的人，
刘思卿见得太多了。在东躲西藏的这些年
里，这些犯罪嫌疑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整日提
心吊胆，唯恐暴露身份。
比如，在外30多年的钱某，在贵州一直活

得很拮据，靠打零工为生。刘欣记得，自己找
到他时，“桌上只有一盘青菜、一碟花生米”。
解押回上海后，钱某透过车窗玻璃，呆呆凝望
着翻天覆地的城市面貌。已近花甲的他，在
那个瞬间泪如雨下：“完全认不出来了，已经
太久没有回家了。”
有人隐姓埋名，不见天光；更有甚者，开

启了漫长的“荒野求生”之旅——
有一回，民警循线在江西婺源一条河边，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桥洞里挂着毛巾、
肥皂，这是王某的家。逃亡这些年来，王某靠
钓鱼、卖鱼为生，生活极为窘迫，夏天睡在桥
洞内，冬天则找间公共厕所避寒。
形形色色的在逃人员到案后，有人痛哭

流涕，有人终于释然，也有人剧烈反抗。
刘思卿回忆，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曾在外

地犯下命案的一名犯罪嫌疑人见到警察后慌
不择路，一个猛子就扎进河里。他在河里游
得飞快，民警在岸上锲而不舍地追。最终，体
力耗尽的犯罪嫌疑人抱着一根木桩在水里进
退两难，只得束手就擒。
一些在逃人员为了躲避追捕，还会利用

“主场优势”。有一次，刘思卿与同事王梦宸追
踪到一名身处广东的在逃犯罪嫌疑人李某，王
梦宸随即赶赴当地抓捕。李某老家的村子是
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租了一辆当地牌照
的车进村观察地形，尽管行事已十分小心，但
陌生的车还是引来村民“奇怪的目光”。
可能有村民通风报信，就在民警准备抓

捕时，李某竟意外脱逃，窜进了深山。
为了避免再次打草惊蛇，当地警方又租

了一辆厢式货车，伪装成运货的样子停在村
里，实际上车内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在
超过30℃的高温下，民警在车内耐心守候了1

个多小时。“特洛伊木马”战术最终大获成功。

五 决胜的“最后一公里”

基础案卷档案，是解开“冷案”、查到在逃
人员的第一手资料。但仅凭当年的线索特征
或黑白身份照片，要找到特定的人，无异于大
海捞针。对此，宝山刑侦不断升级完善“一逃
一档”，在初始档案的基础上，不断扩充汇总
相关嫌疑人的“朋友圈”“关系网”，形成“追逃
数据库”。2022年以来，追逃探组已为150余
起案件建立电子化档案。
“在逃人员的亲戚朋友有海量数据，我们

怎样抽丝剥茧，从中剥离出有价值的线索？这
是难点所在。”刘欣说，以前，老刑侦人员往往
依靠上门走访询问等传统手段；如今，依托新
质战斗力与科技力量能减轻不少工作量，但决
胜的“最后一公里”还是要靠人力。“打个比方，
机器可以从百万量级数据缩减比对到万量级、
千量级，但之后还需要人力来决策判断。”
在刘欣看来，“认脸”是刘思卿与生俱来的

天赋。他被称为追逃探组的“信息中枢”，不仅
因为他总能提供精确全面的追逃线索，更在于
他有着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敏锐直觉。

2022年，一名外省市网上追逃人员的妻子
出现在宝山。民警发现，她身边总有一名男性
出现，此人十分警惕，偶尔的几次出门都是帽
子、口罩“全副武装”。刘思卿在对方的住宅区
内蹲点好几天，终于抓住一个关键瞬间——傍
晚吃饭前，这名男子现身阳台，在水槽内洗了
手。就是这么一个露脸的瞬间，刘思卿一眼就
认出，他就是民警要找的在逃人员！
一张是年轻时的模糊黑白照片，一张是

多年后饱经风霜的衰老容颜……要精准识别
为同一人，可能AI技术也不能完全做到。但
刘思卿屡次在实战中成功做到了。
今年7月，“刘思卿追逃工作室”正式挂牌

成立。刘思卿从500余个追逃案例中总结提
炼出了“追逃七大战法”，全局刑侦民警、追逃
骨干以及基层派出所选派的基层侦查员，都
能从此中寻求到“冷案”的“新解法”。
而翻开刘思卿的工作笔记，8字信条跃然

扉页。这也是全体追逃民警共同的信念——命
案必破，有逃必追。

本报记者 杨 洁

■ 追逃探组在勘验现场

■ 刘思卿（中）在和同事讨论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