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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运行五所张德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对待工作有“强迫症”的副班长

8年刑侦工作 只为守护心中彩虹
□本报记者 盛丽

2016年5月24日 ， 一张侦查
员 用 手 机 拍 摄 的 、 酷 似 电 影
海 报 的 “彩虹抓捕图 ” 引爆网
络。 图中， 两名侦查员押解一名
嫌疑人伫立在彩虹之下， 站在嫌
疑人右边的身材高大健硕的侦查
员 就 是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海 淀 分
局刑侦支队重案队探长陈旭。 那
一次， 他与战友连续奋战了近20
个小时， 成功破获了一起杀人抛
尸案。

不厌其烦重复工作
寻找破案重要线索

中学时代的陈旭是体育特长
生。 临近高考， 一直有警察和军
人情结的父亲给了他一个建议，
从此点燃了他心中的梦想。 对，
那就是报考警察学院。 “刑事侦
查” 这个专业一纳入他的视野，
其他的专业便黯然失色。 想象着
自己将成为影视剧中那些代表正
义形象的神探， 陈旭无限满足。
“选择这个专业， 是因为内心崇
尚正义感， 因为这个职业能够以
除恶扬善为己任。” 陈旭说。

2009年， 走出北京警察学院
的陈旭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海
淀分局刑侦支队， 开始跟着便衣
队里最有经验的师傅摸爬滚打。
进入现实， 他发现那些闪烁着光
环的神探与实际工作出入很大。

“影视剧中突出的是个人英
勇无敌， 现实中其实更需要团队
配合； 文学作品中每一个案件都
有新鲜感， 现实中我们所做的工
作很多都是枯燥繁琐的重复 。”
陈旭说， 调取监控录像、 寻找破
案线索， 持续地在浩如烟海的信
息中寻找蛛丝马迹， 有时候要用
几个月的时间 。 而蹲守也是一
样， 几天几夜甚至更长时间的守
候， 有时候会非常煎熬。

即便如此， 陈旭依然很享受
这个过程。 两年之后， 他就被选
调至刑侦支队七中队 （重案队），

开始从事各类重特大刑事案件的
侦破工作。

2013年7月 ， 中关村一带接
连发生了5起报刊亭被烧毁案件。
第二起火灾发生后， 陈旭就意识
到这可能是人为纵火。 在监控录
像中， 他发现了一个看不出人形
的 “小白点”， 晃了一下就没有
了。 这个 “小白点” 成为他日后
破案的重要线索。

持续了一周每天只休息三四
个小时， 陈旭最终从上百个G的
视频资料和近百人的描述中， 敏
锐地找到了嫌疑人衣着特征上的
蛛丝马迹。 不仅如此， 他还绘制
出嫌疑人的作案地图， 准确分析
出 他 可 能 再 次 出 现 的 重 点 地
带 和 时间段 ， 并围绕现场一遍
遍以骑车、 步行、 跑步甚至醉酒
状 态 模 拟 行 人 可 能 留 下 的 行
踪 ， 向探头影像寻踪觅迹 。 终
于， 就在侦查员围绕重点地区开
展蹲守的第一天， 嫌疑人就如期
而至 。 百米开外 ， 那个 “小白
点” 出现了。

牢记受害家属期盼
迅速破获嫌疑人身份

2014年， 陈旭被任命为七中
队 （重案队） 探长， 开始带领成
员开展各项侦查工作。 2016年5
月22日， 一名环卫工人在北五环
一座立交桥附近的排水沟中， 发
现一个洗衣机纸箱里面有一具女
性尸体。

接到报案的陈旭虽然已经在
七中队工作了6年， 但他始终忘
不了第一次出命案现场的情景。
“每一起案件都会涉及一个原本
很幸福或完整的家庭， 却因此而
支离破碎了。” 陈旭说， 他最受
不了的是被害人家属那种无助、
期盼的眼神儿。 “如果我们不能
给他们一个交代， 就没人能干这
件事了。” 从那时起， 他脑子里
只有一个声音： “一定要把犯罪
嫌疑人抓住 。” 只要案件不破 ，
他内心的愧疚感就挥之不去。

很快， 侦查员便确定了女性

死者的身份。 陈旭带领侦查员连
夜排查， 各种线索交织碰撞， 终
于 ， 一名青年男子进入他的视
野。 凌晨时分， 侦查员确定了该
男子的身份。 第二天下午3时许，
陈旭带领侦查员将毫无防备的嫌
疑人成功抓获。 此时， 距案发不
到24小时。 就在他们押解嫌疑人
指认犯罪现场时， 暴雨停歇， 侦
查员的头顶出现了一道靓丽彩
虹， 于是就有了引爆网络的 “彩
虹抓捕图”。

陈旭说， 他确实喜欢彩虹 ，
因为彩虹最能代表刑警破案之后
那种享受的心情。 特别是重案队
经手的案子， 侦破过程就像在疾
风暴雨中挣扎、 求索， 一旦案子
破了， “那一瞬间， 就像见到彩
虹一样。”

倾情投入侦查工作
8年破案率保持100%

凭借对工作的倾情投入 ， 8
年 间 ， 陈 旭 在 打 击 恶 性 犯 罪

的 战 线上 ， 参与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300余起， 参与抓获犯罪嫌
疑人400余人， 破案率始终保持
在100%。

在骄人的战绩和厚重的荣誉
背后， 书写的尽是艰辛。 山间寻
尸， 陈旭整整一夜攀爬在荆棘丛
生的山上， 找到尸体时， 陈旭的
胳膊和腿上已划出道道伤口、 血
迹斑斑。 高空坠落的现场， 陈旭
冒险站在20层楼的天台边专心取
证， 只为还原现场的本来面目。
明知持刀伤害的嫌疑人患有传染
病， 陈旭穷追不舍， 发现嫌疑人
的一刹那 ， 他毫不犹豫地扑上
去， 夺下凶器， 哪管可能会发生
什么不测。 抓捕涉枪罪犯， 陈旭
迎着嫌疑人已经启动的车辆， 不
顾生命安危从车窗纵身扑入， 夺
下方向盘， 将嫌疑人擒获归案。

说到动力源， 已有娇妻爱子
的陈旭说， 家人的理解、 战友的
情分都是他的动力源， 但更重要
的还是那份强烈的责任感。 如果
重新选择， 他依然会选择这个职
业 。 “我特别能理解那些老刑
警， 有机会做其他选择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想离开。” 陈旭自己
干了 8年侦查工作 ， 如今这种
“老刑警” 的情怀已经有了。

“常人以为刑警的职责仅仅
是破案抓捕， 实际上， 我们的职
责是要把他们送上法庭， 让他们
接受法律制裁。” 陈旭说， 抓捕
归案的后续还有大量繁杂的调查
取证， 提交给检察机关的是非常
厚的案卷。

虽然从事的是一个发现黑暗
的职业， 但陈旭心中始终有那一
道绚烂的彩虹。 同时， 他发自内
心地热爱生活： 极限健身， 敢在
运动场上与特警武警同台竞技；
挑战自我， 在北京马拉松到达终
点的胜利者中， 总能看到他的身
影。 如果您能听到 “北京榜样”
的音频故事， 还能听到这个 “文
艺神探” 自弹自唱的歌声。

清晨六点半， 丝丝冬日寒 。
东边天未亮， 管线班前人已忙。
习惯性地把工具、 材料、 配件等
清点一遍， 北京燃气集团高压管
网分公司运行五所管线管理一班
的张德强， 在刺骨寒风中， 忙碌
在应急抢险车上。

张德强是一班的副班长， 恪
尽职守、 任劳任怨是班组成员对
他不变的印象。 “齐活， 家伙都
带齐了， 一会大家来了就可以直
接出发了。” 工具设备清点完成
后的张德强说道。

早上七点， 包括张德强在内
的管线管理一班和管线管理二班
的骨干组成的支援小组准时前往
延庆支援沈家营箱通气作业。

到达作业地点后， 班组与配
合作业人员汇合 ， 商讨作业流
程、 分组分工， 张德强在一旁仔

细听、 认真记。 “此次作业需要
分三个小组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
置换通气， 随时保持沟通， 及时

调整置换速度， 确保压力平衡。”
张德强与班长王小波， 班组成员
罗凯、 柳波分到一个小组， 任务

是负责王泉营闸井的置换作业。
到达王泉营闸井， 小组成员

把工具从车上卸下， 整齐地码放
在一旁备用。 张德强一边清点设
备一边说： “作业牌子立上了，
三角架也都放了， 东西也齐了。
我先检测浓度， 然后咱就可以下
井了。” 待一切准备就绪， 班长
王小波准备下井， 张德强又在一
旁不停叮嘱他戴好安全帽、 系好
安全带， 嘱咐柳波一定要在旁边
看好， 拉好保护绳。 “一定得细
致， 我们干的活儿就是一点错也
不能出， 出了就是大事。” 张德
强反复叮嘱。

监测压力、 检测浓度、 与其
他小组成员及时沟通调整放散速
度……当天的置换作业一直持续
到晚上7点 ， 工作枯燥而漫长 ，
但张德强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

耐烦，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浓度
进行一次监测， 认真地记录着，
时间甚至精确到每秒。 等到置换
作业完成后， 他和同事还要配合
施工人员进行放散管拆除、 法兰
安装等工作。

“必须把上面的黄油弄干净，
然后再刷一层新的上去， 要不会
漏气的。” 看着施工队的人员拿
着法兰准备下井， 张德强赶紧强
调注意事项。 因为时间已经很晚
了， 他又不放心施工人员能否按
要求作业， 于是他亲自下井， 协
助施工队完成所有收尾工作。

“我对待工作有 ‘强迫症’，
只要是我的分内工作， 就必须按
要求干好。” 张德强每天都在践
行着 “安全是魂 预防在先 ” 的
工作理念， 诠释着燃气人为广大
用户服务的强大责任感。

———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探长陈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