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熊丰

有一种人，似乎是为了某种使命而降生。
在同事、挚友和后辈眼中，乌国庆便是这样的

人———“中国的福尔摩斯”，为侦破案件而生、为寻找
真相而来。多少人说，有他在，不愁破案没有方向；多
少个棘手复杂的现场，被他发现罪恶的蛛丝马
迹……

走完 83 年的传奇人生，乌老平静地离开人世。6
月 30 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同事们、后辈们
眼含热泪送他最后一程。“乌国庆”三个字，从此化作
难以跨越的高山、猎猎飘扬的旗帜、一座不朽的丰碑。

传奇：千锤百炼实战铸就

对许多摸爬滚打在刑侦一线的民警来说，乌国庆
的身影便是“定海神针”。

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培养的第一代刑侦专家，乌
国庆的名字，与一系列大案、难案、要案的侦破紧紧相
连——— 吉林省吉林市博物馆特大纵火案、张君等人系
列持枪杀人抢劫案、河北省石家庄市“3·16”系列爆炸
案、辽宁省大连市“5·7”空难案、陕西省横山县“7·16”
爆炸案、周克华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乌老在现场，我们心里有底。”公安部刑侦局刑侦
基础工作处调研员程伟说。

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次立下奇功。上千起案件的
侦破，使乌国庆成为中国刑侦界的传奇。

谁又能想到，这位“中国的福尔摩斯”，也曾在刚走
上工作岗位时“稀里糊涂”、无从下手。

当时，上海发生一起妇女疑似上吊案件。在现场，
乌国庆认为人是自杀的，而一位老刑警却得出相反的
结论。老刑警分析，死者的家离上吊处要经过两块豆
地，而这名女子的袜子却是崭新的。这说明，死者不是
自己走过来的，这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要看细节！在此后漫长的刑侦生涯中，这次“失败”
时时警醒着乌国庆：纸上得来终觉浅，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绝不简单。

2007 年，山东发生一起灭门惨案，家里女主人、老
人和孩子三代人被杀。在案发现场，一包不起眼的咸菜
引起了乌国庆的注意。

经过检测，这包咸菜与被害人家中大缸里腌的咸
菜一模一样。根据这包咸菜被丢弃的位置和其他因素，
乌国庆分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凶手的，这名凶手应该
是被害人的亲戚。

按照这个方向，犯罪嫌疑人很快被锁定并抓获。
一包咸菜、一节电池、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复杂的案发现场，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都逃不过乌
国庆如炬的目光。他从细微之处发现的线索，往往为案
件侦破找到至关重要的突破口，指明正确的破案方向。

“为刑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安部刑侦局

局长刘忠义这样描述乌国庆的一生，“生命的最后几
年，他与我们谈起的仍是案子，还有哪起案件没有破，
案件侦办中还存在哪些纰漏。”

责任：给生命以最大尊重

见惯生生死死、熟悉血腥的气味，老刑警的心往往
“很硬”。

在老伴曹秀彭眼中，乌国庆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
都拿得起放得下”“能吃、能睡、还能干”。

铮铮男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无论多大的案
子，何等棘手的案情，同事们看到的总是乌国庆冷静的
面孔。

但在某些时刻，老刑警的心，会很软很软。
1999 年毕业后进入公安部就在乌老身边工作了

10 年，国际合作局东盟处处长仵建民熟悉他的每一种
表情。

当乌老逝去的噩耗传来，浮现在仵建民脑海里的，
是他落泪的样子。

当时，乌国庆奉命去调查某地发生的一起疑似冤
错案件，相关人员已被执行死刑。回来后，乌国庆久久

叹息，沉默不语，泪水在眼圈里打着转。
这个冤错案件最终被纠正，沉冤得以昭雪。“这是

我见过的乌老唯一一次落泪。”仵建民说，“他常常告诫
我们，对案件侦破要谨慎再谨慎。我们工作不尽职，就
有可能导致一个生命的逝去。”

凡是犯罪必有现场，凡有现场必有线索。正是出于
对生命的尊重，乌国庆对现场工作格外执着。

1997 年退休后，被公安部刑侦局返聘的乌国庆仍
然战斗在侦破大案要案的第一线。他在现场办案凡事
亲力亲为的状态，让人们很难意识到这已是一位退休
老人———

下了飞机火车不先听汇报，从来都是直奔现场；
在现场要亲自看、亲自摸、甚至要亲自闻一闻；
盛夏时节，不顾阻拦跳下 1 米多深的爆炸坑，趴在

坑底细细筛查；
寒冬腊月，带着年轻人一道在刺骨的冷水中清洗

爆炸残渣，找寻蛛丝马迹；
……
同事们追忆着，讲述着，感慨着。
或许在乌国庆自己看来，这些都是“分内之事”。在

一次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上，他由衷感慨：“曾

经有多少次，一边面对的是血淋淋的现场，一边面对的
是群众充满悲伤和期待的眼神。我知道，那眼神中充满
着对生命尊严的渴求，充满着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更充
满着对党、对人民警察的信任和期望。”

传承：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乌国庆曾动情地说：“是党的培养，才让我有了今天
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时，13 岁的乌国庆连汉字都不认识几
个。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走出内蒙古茫茫草原的少年，
一步步成为刑侦领域的泰斗。

正是对党、对国家的感恩之情，让乌国庆为刑侦事
业耗尽心血，对人才培养格外上心。

“走不动了，干不了了，他想的是刑侦事业的传承，惦
记的是刑侦工作后继有人。”刘忠义说。

为了将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传授后辈，老人像小学
生一样端坐在办公桌前，从零开始学习用电脑，一丝不
苟地制作授课课件。

在一些爆炸案现场的处置中，乌国庆传授的宝贵经
验，不仅对破案有用，关键时刻还能“保命”。

2004 年 11 月，在重庆一起爆炸案的侦破过程中，
当地刑侦人员按照乌国庆此前传授的经验，没有打开犯
罪嫌疑人家中的卷帘门，而是用切割机将之切开，进入
现场后自带电源开展勘查工作。

经过现场仔细勘查，犯罪嫌疑人分几处放置共 20
余公斤炸药，引爆装置均与电源相连。现场办案同志稍
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老伴曹秀彭做过统计，退休后，乌国庆的工作强度
不减反增，每年出差都在 200 天以上，“比我上街买菜的
次数还要多”。

这些出差，除了办案，便是在各地授课，培训刑侦技
术骨干。

即使难得地在家停留，乌国庆也总是在总结自己的
办案经验，提炼办案指导理论。他主持研究论证了“爆破
现场再现法”，能在自杀式爆炸案件的死伤人员中准确查
出元凶，并参与编写了《刑事侦查学》《爆炸犯罪对策学》
等统编教材。

“你在挑战中磨砺，在压力下迸发，用自己的职业生
涯，见证了中国刑警的成长。从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从
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你深深扎根在你眷恋的这片沃
土……”

2011 年，在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中，
乌国庆当选并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组委会写下的这段
致敬词，正是乌国庆一生的写照。

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打击犯罪的战场上，他功勋赫赫；言传身教之下，后

辈正续写辉煌。忠诚的警魂，化作夜空中璀璨的星，照亮
新的传奇之路。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中国的福尔摩斯”丰碑不朽
追记公安部首席特邀刑侦专家乌国庆

▲备课间隙的乌国庆。（资料片）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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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江毅、袁秋岳

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这座从
11 年前那场哀恸全国的大地震中满满
恢复宁静的小山村，总会因一个北方
“大个子”的到来而热闹非凡。

他是邹凌，这里的孩子们都亲切
地唤 54 岁的他为“邹爷爷”。 11 年
来，正是他和他的爱心团队倾情陪
伴，将这座山村的伤痛渐渐抚平，和
这里的每个人成为“亲人”。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身为党
员、退伍军人、时任天津泰达蓝盾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邹凌带领
6 位退伍军人，瞒着家人，带着物资
奔赴震中。为给偏远山区的受灾群众
送去食物，邹凌的小分队每人都背着
沉重物资，许多地方连路都没有了，
大家只能手足并用地爬行。在余震落
石不断的山间，邹凌总是冲在最前
面，连续奋战 20 多个日夜。终于有一
天，邹凌晕倒在炎炎烈日下。

他晕倒的地方，正是渔子溪村的
山坡下。“可能这就是我和这个村子
的缘分吧。”邹凌感慨。许多受灾群
众一开始并不知道邹凌是谁，只知道
是一个一口天津话、胸前戴着党徽的
大个子，说话慢条斯理，做事毫不含
糊。

这个缘分一结就是 11 年，而且还
将长期结下去。“邹总一来就是 11
年。一开始缺物资的时候捐物资，后
来缺项目的时候跑项目，最重要的是
给大家重振了信心！”曾在映秀镇灾
后重建期间任职的村干部欧旨勇十分
感慨。

村民蒋远群和丈夫李家福在地震
中失去了一双儿女，原本是村里出了
名勤劳的两口子完全绝望了。“他对
我们家特别关心，经常开导鼓励我们
向前看。”蒋远群已经不记得邹凌多
少次找她和丈夫谈心，但可以肯定的
是，邹凌陪伴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
间。

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 9 岁的
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他让
我们这一家重新看到希望。现在每次见
到他，我们都特别高兴，觉得像见到了
自己的家人。”

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马道辉说，
这几年邹凌在村里投资了许多项目。
总投资 400 万的栖溪山景旅游服务有
限公司已经建好营业，为村里提供了
15个就业岗位。计划投资 500 万的矿
泉水厂目前已开始建设施工。除此之
外，村上 70 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都有免
费营养餐，邹凌还要投资 300 万元从
山下映秀镇莞香广场修一座 300 米长
的电动扶梯到村里，方便村民出行和
拉动旅游。

尽管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但邹凌
早在十几年前就主动在企业建立了党
支部，并且十余年来一直以村企党支部联建的形式，
帮助渔子溪村灾后重建。

“ 11 年来尽是他们来，太辛苦了，就是为了让
我们过上好日子，让我们感受到国家好、党好！”

54 岁的渔子溪村妇女黄武联说。
但是邹凌却并不觉得苦：看着好人

一天天过上好日子，我在这里找到了内
心的踏实。我们戴着党徽做好事，老百
姓不仅是说我们爱心团队好，我个人
好，更是说国家好、共产党好，这是我
作为一个党员最自豪的事。

2018 年渔子溪村人均收入已超过 2
万元，邹凌也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了
渔子溪村。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汶川
地震十周年之际，邹凌正式当上村第一
书记，从此，这位天津来的“编外书
记”，正式“落户”渔子溪。

邹凌将个人投资建设的村矿泉水厂
股份无偿分给 247 户村民：“水厂建好
之后，到映秀的游客随时随地都能喝上
直饮水，未来我们还要整合汶川的特色
农产品，进一步改造村里休闲旅游设
施，渔子溪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说，邹凌给老
百姓物质帮助的同时，以党组织的形式
开展各项工作，使老百姓感觉党和国家
一直在陪伴、关心着他们，也让他们更
爱党爱国，实现了精神的“站立”，灾
后有了幸福感。渔子溪村从过去民风不
良，爱上访的“问题村”变成了远近闻
名、人人羡慕的“四好村”。

“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
邹凌团队成员贺炯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党员，这 11 年来他与邹凌一起到汶
川、到芦山、到舟曲、到鲁甸，冲锋
在最危险的第一线：“我们在情感
上、行动上依然是一名军人。”

贺炯说，这些年邹凌的爱心团队不
断扩大，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员和退伍
军人。他们还自发成立了“抢险救灾突
击队”，在有急难险重任务时积极参与
抢险救灾。

今年“六一”儿童节，邹凌再一
次回到汶川，探望福利院的孩子们，
还让渔子溪村的孩子们通过网络视频
的方式，与他捐助的玉树希望小学和
赞比亚孤儿院的小朋友们一起过了一
个别开生面的儿童节。

在映秀小学就读 4 年级的刘怡宣
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书包，开心得合
不拢嘴。儿童节那天她表演了瑶族舞
蹈《瑶山彩云飞》，她告诉记者：
“邹爷爷过节就要来，春节、中秋、
‘六一’，每次来都有礼物！”

“我在这儿连续过了 11个年了，
长了 11 岁啊！这里很多孩子都是我看
着长大的，今年还有几个考上大学的，
我跟他们感情很深。”邹凌说。

今年 21岁的马菁明是 2008年被救出
来的幸存者之一，邹凌每年来渔子溪村，都
会抱着他和另外两个小朋友合张影。

“邹爷爷是地震后这么多年来，唯
一坚持到现在每年都会来的人，我们早
就当他是亲人了。”小马告诉记者，
“当年自己是被解放军叔叔救出来的，
邹爷爷也当过解放军。我立下愿望一定

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
再过不久，小马就要去深圳当一名消防员，尽管

没能实现参军愿望，但同样是“战士”：“我一定不
辜负邹爷爷对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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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许晓青、吴霞、孙丽萍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对
89 岁的吕其明而言，这个年份意义非
凡。两个月前，他为自己的经典管弦乐
作品《红旗颂》定稿；一个月前，他在
上海南京路上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大型
活动，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生日。

在 7 月 1 日到来前夕，吕其明向记
者回忆，他 15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
一名文艺战线的党员，时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跟党
走，在琴弦上、乐谱里的那些峥嵘岁月
中，谱出了《红旗颂》。

护着小提琴，穿过硝烟，

他徒步走进大上海

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挺进上
海。 19 岁的吕其明，是这支人民军队里
的一名文艺兵。

徒步行进时，吕其明与其他解放军
战士略有不同——— 背包上还多架着一个
乐器盒子，里面是他珍爱的小提琴。

“我跟着队伍一路走进大上海，因
为背着小提琴，引来路人好奇围观，他
们大概在想——— 原来解放军‘土八路’
也有这些洋玩意儿。”吕其明回忆。

“ 1947 年，部队转移到山东后，我
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文工团里有五六
把小提琴，我被分配到音乐分队，分到
了一把，就这样我参加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解放上海，我
跟着队伍，时时刻刻要护着小提琴，穿
过硝烟，渡过长江……”

吕其明清晰地记得，那是 1949 年 5
月 26 日，他随部队徒步进入上海市中
心。第二天这座远东大都市就将宣告解
放。

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不会
去惊扰百姓的梦乡。黎明前的那一夜，吕
其明与其他文艺兵一道在当时上海的老北
站(指老火车站)大厅的木条长凳上睡了一
宿。小提琴就好像吕其明的孩子一般，静
卧在他身旁。

“我们团里有电影队、军乐队，有
男有女，大家步调十分整齐、严格遵守
纪律，齐步走在上海的马路上。第二
天，队伍从老北站出发继续向南行进，
走过了南京路，文工团最后在市中心驻
扎。没想到这一驻扎，我就在上海扎根
了，开启了我后来大半辈子的音乐生
涯。”吕其明回忆。

枣红马驮着小提琴而来，

在少年心中播下音乐种子

对吕其明来说，人生的音乐启蒙是
从革命根据地的马背上开始的。新中国
成立后，他从小提琴手逐步转向学习作
曲，最终谱出《红旗颂》。不过，他依
然对小提琴这样乐器情有独钟。

他还记得， 1942 年的一天，他所在的新四军抗
敌剧团迎来了一位音乐家。“远远走来一位中等身
材、穿蓝色便服的男士，看着很清秀，后面有一位饲
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上还挂着一个小提琴盒

子。”
后来，吕其明才知道，这就是著

名音乐家贺绿汀。贺绿汀赴延安前
夕，到剧团指导工作 3 个月，讲乐
理、带领大家练合唱， 12 岁的吕其
明就这样，开始沉迷音乐。

“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我远
远听到琴声，走过去一看，发现是贺
教授在一棵大树下拉小提琴，我不敢
坐太近，我心里想，‘原来世界上还
有这么好听的音乐’。”

那天贺绿汀拉的是小步舞曲，吕
其明听入迷了。吕其明回忆，那以
后，自己对小提琴“仿佛害了相思
病”，小小的心灵从此播下音乐种
子。“贺老是真正的革命音乐家，他
是我走向音乐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
给了我很大鼓励。”

红旗由父辈的鲜血染

成，《 红旗颂》奏响解放心声

在上海解放 16 年后， 1965 年，
吕其明写下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红
旗颂》，经典的旋律描绘了新中国红
旗漫卷如画的恢宏场景。这支曲子广
为流传、震撼中外。

当时他已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十分
活跃的青年作曲家之一，创作了《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脍炙人口的电
影音乐。《红旗颂》的创作，融入了
吕其明个人对于“解放”的深刻理
解，其中包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等音乐元素，同时又自成一体。

他坦言，自己把对父亲的深情、
对新中国的热爱，都一股脑写进了曲
子里。“父亲吕惠生是我革命的领路
人，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但在
1945 年不幸被捕，牺牲在南京。他
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资产，留下的是巨
大的精神财富。”吕其明说。

后来，在创作《红旗颂》时，
他把对父亲的无尽思念写入了管弦
乐抒情的段落。“我热爱小提琴，
但不能对她偏心，我要努力写好交
响，熟悉每个门类的乐器。今天我
可以坦白说，《红旗颂》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我写出来，经过了当时
多位前辈艺术家的指正，加上这么
多年边演边改，《红旗颂》也日臻
进步。”他说。

2 0 1 9 年 4 月，在时隔 5 4 年
后，吕其明宣布为《红旗颂》定
稿。定稿版《红旗颂》尾声配器加
强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
律，音乐更澎湃，激情更饱满、主
题更鲜明。

“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
满了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热爱。”
吕其明说，其中也包含了他所经历的
解放战争几大战役，描摹了士兵冲锋
陷阵的豪迈，现在想起来，就仿佛回

到人民子弟兵解放上海的一刻。
吕其明 1965 年创作的《红旗颂》管弦乐谱手

稿，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9 年，他很自豪地
宣布：“《红旗颂》在今年正式定稿了！”

﹃
根

据

地

小

提

琴

手

﹄
不

忘

初

心

谱

经

典

新
中
国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之
际
﹃
文
艺
老
兵
﹄吕
其
明
为
经
典
管
弦
乐
︽
红
旗
颂
︾
定
稿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