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黄金  小时

处理交通事故是门“精细活”，强大的心理
素质与过硬的专业能力都是“必需品”。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清晨，天蒙蒙亮。睡梦
中的王晓斌被一个电话叫醒：“高平路上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值班同事简单的一句话，让他
睡意顿消，马上奔赴现场。

七八个民警已在现场开展疏导，虽然经过
了简单的处理，但空气里仍弥漫着血腥气。掀
开黑色的遮视布，一位年轻女孩躺在血泊里，周
身散落着电动自行车的零碎部件。虽然见过不
少事故场面，但每到这种时刻，王晓斌依然感到
悲伤和遗憾。

报警的轿车司机惊魂未定：“我正常行驶，
她忽然倒在车道上，我来不及反应，车身直直轧
了过去。”

事故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先有车辆碰
撞，才导致骑车女孩倒地？王晓斌心中其实已
有猜测，调阅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证实了他
的设想——当时，一名身着深色衣裤的男子驾
驶电动自行车从女孩左边驶过，与女孩的电动
自行车车把碰擦，使她失去平衡倒地，机动车驾
驶员反应不及，导致惨祸发生。骑车男子向前
行驶了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后加速逃离了现
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死亡事故后的逃逸
案！

在静安区，不少老旧道路已跟不上日趋复
杂的交通情况，轻微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最多时
一天就有近  起。其中，也会有较为严重的交
通事故肇事者逃逸或驶离的案件。可惜的是，
公共视频探头距离事发地点有一两百米，事发
时光线昏暗，看不清肇事男子的脸，唯一的线索
就是男子后座上有一个红蓝色编织袋。

黄金  小时，是王晓斌给事故审理划定的
一个时间标准。“事故发生  小时内，当事人的
印象仍旧深刻，证据不会迅速消失，是破案的黄
金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明确的指向性，
才能给当事人宽慰和希望。”

时间紧迫，王晓斌与事故审理大队的同事
们调阅了大量视频资料，展开追踪。

二 喜欢“钻牛角尖”

从早到晚，从静安、普陀、长宁到闵行，王
晓斌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眼睛刺痛、视
线模糊，就点点眼药水继续坚持。最终，他和
同事克服了时间差、多角度的镜头方向与分岔
路口等重重难题，找到了肇事者最后出现在龙
吴路附近的身影。

但由于这一区域小区不少，线索还是戛然
而止。“找不到落脚点，干脆换个思路！”王晓斌
没有气馁，他反其道而行之，从事发地视频回
溯，希望从肇事者出发的线路觅得线索。

转机意外出现。当反向追踪至场中路康
宁路区域时，王晓斌敏锐地发现肇事者的身
旁，曾有一名男子或前或后地与他并行，看上
去很有可能与肇事者认识。

王晓斌没有放过这一蛛丝马迹。他把调查
重心转移至这名“同行者”身上，独自又对沿线
几十公里路、十几个小时的视频录像反复推敲，
最终，锁定了同行者的居住小区——一处城中
村。

此时，距事发已过了一天一夜，为了尽快
让真相水落石出，王晓斌没有休息，而是马不
停蹄地带领  余名民警来到同行男子落脚的
城中村。这里小路层叠交错，人员结构较为复
杂，给调查寻人增加了不少难度。但凭借那股

“钻牛角尖”的劲，王晓斌不断推理逐渐缩小搜
查范围，分组分工，逐家上门排摸。

在一处三四人混居的平房内，王晓斌余光
一瞥，认出了屋内角落处的男子就是那名交通
肇事者的同行人。经询问，男子与肇事者都是
装修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居住地，但他们
经常结伴外出打零工，平时有电话联系。更巧
的是，他与肇事者已相约于次日同去工地。王
晓斌请他按时赴约，民警们连夜驻守城中村的
各个出入口，肇事者刚一露面就被捉拿归案。

两天两夜，  小时不眠不休，这起案件是
王晓斌从事事故审理以来最难啃的一块“硬骨
头”。一周后，离世女孩的父亲带着一盆梅花
找到了王晓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花，谢谢
王警官找到了肇事者，这下她可以瞑目了。”

王晓斌将那盆梅花放在办公室的窗台
上。“这是一份特别的纪念，也是一种激励。”

三 让句号更圆满

上海南北向的多条主干道途经静安区，
上下匝道多达  余组，车流量大、路况复杂，
每年事故量达 万余起，其中约  %需要由事
故审理大队处理。

庞杂的工作中，事故侦查不过“冰山一
角”。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故，也会有意想不到
的“溢出效应”。    年  月的一天，上午9
时  分许，王晓斌接到了市民小顾打来的电
话：“我爸爸去世了，家里长辈想让他早点入

土为安，追悼会就在今天。”
一瞬间，王晓斌脑海里闪回过这起事故

发生的细节：小顾父亲患有严重的肝腹水和
肝癌。一个月前，他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另一
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擦，导致股骨骨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治疗进程，这令本就入
不敷出的小顾一家雪上加霜。事故发生后，
王晓斌和同事立即展开调查，但小顾父亲因
病长期住院治疗，伤势鉴定无法如期开展，案
件久拖未决，没想到此时又传来了噩耗。

王晓斌内心挣扎了一番：“不忍心打扰死
者安宁，但还是希望能将事故的真相还原，尽

可能为家属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留给王晓
斌的时间所剩无几，征询家属意见后，他立即
联系鉴定机构医师前往殡仪馆，在追悼会开
始前完成了尸表检验鉴定与笔录制作。最终
鉴定结果表明，事故加速了小顾父亲的死亡。

这份关键的报告为小顾争取到了  余万
元的事故损害赔偿，为原本困难的家庭带来
一份迟到的慰藉。

堆积如山的卷宗里，这起事故并不起眼，
却在王晓斌心里留下了烙印。小顾父亲是家
里的“顶梁柱”，事故赔偿的圆满解决，不只在
生计上为这个家庭雪中送炭，也在精神上鼓
舞他们重新振作。“很多当事人都和小顾一
样，对事故处理的程序一无所知，我们就要为
他们多想多做一点。”

四 掐灭事故“火苗”

从事事故处理这些年，王晓斌面对过不
少惊心动魄的案件，也见到过大量触目惊心
的现场。他深知，每一起事故的背后都是家
庭的悲鸣。把事故的“火苗”扼杀在摇篮里，
成了他一直以来的追求。

去年一个周六，周某驾驶机动车从云飞
东路左转弯驶入寿阳路后，以超过  码的时
速闯了红灯，并一路加速闯过绿化隔离带，撞
上了旁边园区的围墙，车头受损严重，周某和
随车的妻子头部轻微擦伤。

事故发生后，王晓斌看了现场不禁捏了
一把冷汗：“幸好周某前方没有其他机动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周某在现场一句
似有若无的呢喃，引起了他的注意——“后面
有人在追我。”

“公共视频显示，周某车辆后方并没有其
他车辆，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当晚9时许，
王晓斌赶回了属地派出所，仔细询问周某的
妻子。原来，周某原本是一家公司的中层领
导，半路出来创业，工作压力很大，一直睡不
好，有些抑郁症的苗头，    年还曾去医院就
诊过，但并没有结论。面对警方的讯问，周某
起先一句话也不说，看似有些精神恍惚，沉默
良久后才开口：“是我不好，开车的时候思想
开小差了。”

虽然与周某的谈话能正常开展，但周某
妻子的那番话还是在王晓斌心里留下了问
号。再三斟酌后，他决定再次联系周某妻子，
得知周某回家后偶尔情绪激动、说话亢奋。
王晓斌下定决心，第二天就赶往周家，与家属
一起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经诊断，医生认
为周某患有“应激性精神障碍”，一旦受到刺
激便容易发病。

考虑到周某的精神状态，王晓斌申请暂
缓事故的处理程序。周某治疗期间，他每周
主动了解治疗情况，出院当天还亲自前往迎
接他。最终，家属主动提出注销周某驾驶证
的请求，让整起事件有了圆满的结局。

“事故处理中，释法说理是一方面，释放
善意是另一个方面。这样既考虑到了当事人
的情绪和状态，又能确保未来不会再有类似
事故发生，保障了当事人与社会的安全。”

王晓斌从小就爱看   的刑侦剧，考大学
时专业也选择了法学。“成为一名执法者，守
护社会秩序”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

“来到事故审理大队，我的工作从幕后走
到台前，也算是实现了一直以来的理想。”高
度专业性，让王晓斌倍感压力，他主动跟着法
制员与老警长值班、出现场，每当遇到不解的
地方，都会虚心请教，沉下心学习。

他喜欢翻法条，时不时还会和同事们一
起讨论事故细节与难点。“先前，大家对部分
法律法条的适用范围各执一词，但自从王晓
斌来到队里，我们从业务本身出发钻研探讨、
交换意见，打破了以往的经验论与方法论。”
事故审理大队事故处理警长邵晓雄说。王晓
斌的办公室里，各类法律法条、案例解读、司
法解释等摆满一整面橱柜，他还制作了几百
页的精简版本，方便随时翻阅。工作与生活
中，王晓斌也养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一
旦在互联网上翻阅到事故案例或法条规定，
都会顺手收藏在手机里，并和自己的处理方
式进行对比。

担任事故审理大队大队长后，王晓斌还
建议协调司法局、律师事务所、法院、保险公
司、社保部门等单位，共同建立了“事故一站
式服务、一门式办理”工作机制，打通了事故
办理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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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王晓斌成了一名事故审理民警。
和侦破大案要案的刑警相比，事故侦查同样需要丰富

经验和敏锐洞察力，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
还原事故真相，给生者慰藉，为逝者雪冤。
王晓斌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特别“卷”，工作起来全身

心沉浸其中，遇到“疑难杂症”更是一追到底。在静安交警
支队事故审理大队，他很快收获了一个昵称——“小卷”。
“小卷”除了描述工作状态，也与上海话中“小鬼”同

音——的确，36岁的王晓斌在交通
事故审理领域算是年轻
人。不过，他在一次
次实践中不断摸
索，仅用4年就
完 成 了“ 新
人”到“神探”
的转身，也
成为全市各
区交警事故
审理大队中
最年轻的大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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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斌（左）勘验现场，走访追查肇事逃逸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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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解

决事故后，他

（左二）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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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交警支队
供图

▲

勘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