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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说话，但证据会坦白一切
3 件常见物品如何锁定连续作案的惯偷？

有些事情，做了，就是最大的错误

杭州首例虚假诉讼案
嫌疑人被批捕

通讯员 萧检 记者 黄洪连

柳某在萧山经营了一家塑料泡沫工厂，他

是公司实际上的老板。

此前，这家公司因为欠一笔货款还不出，被

人家起诉到法院，法院强制执行时冻结了柳某

公司在另一家公司的债权优先受偿权。

这时，包括柳某自己在内的 12 名公司员

工，拿出一份公司的欠薪清单，说公司欠他们薪

水共计 85 万元，以讨要工资为由向萧山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去年7月7日，欠薪案调解结案。因欠薪属

优先偿还债权，所以法院裁定该公司在外的那

笔债权要优先支付这12名人的欠薪。

然而，今年 4 月份法官在执行该案时，却发

现了很多疑点——很多所谓的公司员工，并不

存在于该公司；有些虽是该公司员工，但实际上

并不存在欠薪。

发现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法官将该

案移交给当地公安部门侦查。

原来，柳某眼见公司的这笔巨额债权被法

院冻结了，心里很着急，所以就想了个办法。

他虚构了那份欠薪清单，想通过欠薪诉讼

从法院套回资金。

这 12 个所谓的员工，除了他自己和公司几

个员工是真实的，还有一些人其实与公司并无

关联。

经审查，柳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以及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近日，萧山区检察院以涉嫌虚假诉

讼罪对其批准逮捕。

这是《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行为入

罪以来，杭州市查获的首例涉嫌虚假诉讼案。

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沈佳栋

6月15日下午，潮鸣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内有居民

电动车被盗。

经过视频侦查，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案发地附近监控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两名嫌疑人

同骑一辆电动车沿街寻找作案目标，在建国北路附近盗

得一辆电动车后，双双骑车逃离现场。两人最终消失的

位置，在德胜路某小区内。

然而，作案后仅半小时，两名嫌疑人再次上路，返回

建国北路第二次作案。民警判断，德胜路上的该小区很

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民警随即在该区域布控蹲

守。

6月16日下午，两名嫌疑人出现在侦查员视线中，随

即落网。

归案后，两名嫌疑人的关系及面对审讯时的说辞，令

民警们颇感意外。

“车子都是我一个人偷的，跟他没有关系。”女嫌疑人

阿童（化名）有盗窃电动车的前科，面对监控证据，她依然

一口咬定所有案件系她一人所为，这演的是哪出？

阿童交代，自己此前在杭州经营电动车销售店多年，

对电动车结构十分熟悉。去年起，店里生意不顺，后来彻

底关门歇业，心情烦闷的她便开始偷车。

民警调查发现，阿童的经济状况相对宽裕，还没到需

要盗窃谋生的地步，她为什么要伙同男嫌疑人阿铁（化

名）偷车呢？

阿铁的供述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

原来，阿铁是阿童的同乡，比阿童小了好几岁，两人

一直姐弟相称。阿铁此前在阿童店中帮工，很快被阿童

看中，受到不少照顾。

阿童的生意黄了之后，阿铁也没了收入来源。没想

到，阿童不仅供他吃喝，还将偷车的手段“倾囊相授”。为

了让阿铁尽快掌握这门“谋生绝活”，阿童便带着阿铁上

街，盗窃电动车“练手”。

还没等“出师”，这对心术不正的师徒便落入法网。目

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王泽彪 俞伶俐 记者 徐夏欣

昨天早晨 8 点 50 分，四季青服装市场一带终于从退

去的进货早高峰中获得了片刻宁静。

一位穿着白衬衫的老伯坐在常青停车场的花坛边。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老伯不时用手中的草帽扇风，伛偻

的身形似乎再也难抵暑气。

热心的保安上前询问，老伯只是摇头，并不说话。保

安不放心，拨打了采荷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值班民警程永跃赶到现场发现，老人有七八十岁，说

话含糊不清，似是萧山口音。

来到派出所，老伯喝了水，歇了一阵，缓过来不少。

他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只是根据读音

写下的，民警不断搜索可能的名字，却始终没找到与老伯

匹配的身份信息。

查了两个多小时，老伯终于想起了自己儿子的全

名。程永跃查到老伯儿子的电话，去电一问，果然没错。

老伯姓汪，瓜沥人，今年78岁。

可是，汪老伯明明步履蹒跚，走路都需要两个民警搀

扶，他是怎么从30公里外的瓜沥镇大义村来到采荷派出

所辖区的呢？汪老伯没说，也没人知道。

汪老伯的儿子汪先生还不知道老爹已经跑得如此“出

圈”，听说老爹在采荷派出所，他愣了一下：“采荷⋯⋯在哪里？”

程永跃描述了派出所的大概方位，汪先生沉默了一

阵：“我只有电动车，这么远，我实在不方便过来。”

程永跃没犹豫，把汪老伯搀上了警车，驾车开往大义村。

40分钟里，汪老伯一直没说话，直到警车进入瓜沥镇范围，汪

老伯突然表现出了对周遭环境的熟悉，开始向窗外张望。

“左拐，这里左拐⋯⋯”汪老伯开始给程永跃指路。

再次通话后，汪先生在一个菜场门口接到了老爹。

“你怎么又跑出去了？”汪先生的话不多，跟民警道谢

后，便急着带老爹回家。话里话外，程永跃明显听出，这

不是汪老伯第一次走丢了。

回程时，程永跃注意到，从大义村到四季青，只有一

趟 755 路公交车。“老人家好像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独

自走这一路，真不安全⋯⋯”

“神雕侠侣”，还是“雌雄大盗”？
女师傅带着男徒弟“闯荡江湖”

“神雕侠侣”，还是“雌雄大盗”？
女师傅带着男徒弟“闯荡江湖”

行动不便的 78 岁老伯出现在 30 公里外的停车场

这一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通讯员 胡学军 记者 杨子健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是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埃德蒙·罗卡创建的理论，即“罗卡定律”。
“只要嫌疑人在犯罪现场有动作，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摘掉口罩，28岁的范易强阳光开朗，但眼神中透射出的，还是比对物证时的锐利。
手电筒、磁性粉、刷笔、固定胶⋯⋯技术刑警的装备看似没有杀伤力，但就侦破罪案的能力而言，其洞穿力甚至远胜出膛的子弹。

用证据说话
就不怕嫌疑人不说话

“现场勘得好不好，对于案件侦破至关重

要。遇到大案要案，不仅手法得细，更要分秒

必争。”范易强说，近年来，犯罪分子开始向专

业性、技术性“发展”，无论是侦查、审讯，还是

判决，要让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物证永远要摆

在最关键位置。而用物证说话，正是技术刑警

的绝活。

“不少嫌疑人在落网后还是死不认账，自

以为作案时滴水不漏，我们拿他没办法。”范易

强微微一笑，“其实，即便肉眼都看不到的极细

微处，同样可能藏着铁证。”

范易强曾经侦办过这样一起案子：某超市

二楼仓库被盗 200 余条香烟，仓库东侧窗户钢

筋护栏被剪断，室内摄像头被人为扭转。嫌疑

人是佩戴手套、携带工具作案，窗边的木桌是

大批烟箱唯一的出口，这里最有可能找到有价

值的痕迹。在桌子上蹲了一个多小时，模拟了

嫌疑人各种可能的动作后，范易强最后盯上了

墙体上一道暗红色的擦痕。果然，提取痕迹进

行比对后，嫌疑人被锁定，案件很快告破。

“很多嫌疑人归案后会问，自己到底哪里

出了纰漏，被我们抓到了把柄。”范易强嘴角

一扬，眼神变得犀利起来，“做了，就是最大的

错误。”

2016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七，春节长假后首个工作日，恰好也是西方的情人节。

这是一个雨夜，凌晨2点，案情突至：德胜新村一居民家中被盗，首饰、钻石手表等贵重物品被席卷一空，涉案金额高达20余万元。

下城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接到任务后，立即出动，勘查现场。值班民警范易强和金天红努力3小时，第一勘并未给案情带来明显突破。

之后的两天，方圆仅百米的范围内再现3起盗窃案。这是犯罪分子在挑战警方吗？

破案就是如此，锁定嫌疑人、等待有利时机人赃并获，这固然是一种途径，更多时候，民警需要搜集各种指向性证据，将嫌疑人牢牢钉住。

经过反复勘察，范易强和金天红找到了3件常见物品。凭借这些证据，犯罪嫌疑人最终落网。

凭这3件常见物品，抓他！凭这3件常见物品，抓他！

在某被盗超市的监控画面中，嫌疑人第一次露了头

——帽子、口罩、手套⋯⋯这是个“武装到牙齿”的“老江

湖”。

“等等，回放一下⋯⋯停！帽子里盖着什么？”

模糊的图像中，一块抹布被扣了出来。作案得手后，

嫌疑人将它扔在了超市收银台。

几经勘察，抹布原来属于另一家被盗餐馆。餐馆厨房

里，一道明显擦痕说明，有人主动带走它——狡猾的嫌疑

人喜欢“就地取材”。

被盗的商户与小区，仅

一墙之隔。

临街的墙头，一把破旧

的梯子竖在那里。附近店主

说，梯子原本是收好的，不知

是谁将它支了起来。

巧合？不会。梯子上发

现了大量搬动和蹬踏的痕

迹，结合梯子出现的位置，说

明有人靠着它翻过围墙。

案发区域各个案发点的

坐标被连成线网，这些案件

很可能系同一人所为，可以

并案侦查。

为了求证，范易强按照

可能的作案轨迹走了一圈，

果然，这是一条“捷径”。“有

戏了！”

下城警方合成作
战，一周内便将嫌疑
人杨某抓获。经指纹
比对，另 8 起案件被
同时侦破，杨某俯首
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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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餐馆的橱柜里，一个打开的

红牛易拉罐被弃置在不起眼的角落，

然而，后厨的人都没来“认领”它。

一个极其谨慎的嫌疑人，会不会

在作案现场喝饮料？

DNA检验结果说明了一切：会！

根据易拉罐上留下的生物线索，

下城警方串并起近两年的 6 起案件，

具体目标虽未明确，但侦破方向已经

十分清晰。

范易强，中共党员，下城公安刑大技术
中队副中队长，下城公安分局年度十佳民
警，2015 年度杭州市破案能手，获三等功
一次。所在团队荣获杭州市优秀基层所
队，年度集体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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