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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民生A4

“我是‘王江’，不是‘王**’，
身份证？丢了……”面对民警询
问，51岁的犯罪嫌疑人王某仍
心存侥幸。

1994年的一个深夜，临沂
的王某在酒后对同村的董某实
施侵害后潜逃，29年来，他先后
辗转多地躲避，期间以打零工为
生。

7月3日下午6时许，寿光
市公安局“智慧警务大脑”发现
外地逃犯王某踪迹。掌握该线索
后，寿光市公安局民警立即对男
子进行全方位分析研判，最终确
定此人就是临沂警方上网追逃
的犯罪嫌疑人王某。通过进一步
调查，民警初步判断王某的居住
地在寿光某工业园。随后，循线
追踪，沿路调查摸排，在7月5日
锁定了王某的藏身之处，遂立即
展开抓捕行动。

7月5日上午11时，民警在
工业园区一宿舍找到了正在休
息的王某。面对到来的民警，
王某有些吃惊，对自己的真实
身份矢口否认，一直强调自己
是“王江”。“你是哪里人？”

“1994 年的时候你在哪里？”
“你认不认识‘董某’？”面对民
警的讯问，王某闭口不言，企
图蒙混过关。在讯问室，王某
神情紧张、说话结巴，但还心
存侥幸，坚称自己叫“王江”。
当民警向其出示相关证据后，
王某终于卸下了伪装，承认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犯罪事实。

据王某供述，1994年11月
的一个深夜，他酒后翻进同村董
某院内对其实施侵害。因害怕董
某报警，王某便逃窜至淄博的一
处矿场打工，想着等“风头”过了
再回家。不承想，这一逃就是29

年。潜逃的这些年里，王某先后
辗转多地，以打零工为生，从未
使用过身份证件，手机号也是花
钱让别人帮他办理的。

“人口普查和核酸检测等检
查身份信息的时候，我都是躲起
来，以防身份暴露。”王某说，29
年来，他从未与家人联系过，也
没有去过公共场合，手机也被设
置成只能拨打、不能接听的模
式。然而，就是这样自以为已经

“与世隔绝”的王某，还是没能逃
过寿光公安的“智慧警务大脑”。

“29年来，我害怕这一天会来，
也盼着这天早点来，太煎熬了
……”面对当年的犯罪行径，王
某追悔莫及。

到案后，王某对自己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寿光警方
正与临沂警方办理相关移交手
续。

本报讯 “现在小院里的蔬菜陆续
成熟了，暑期里很多志愿者会带着孩子
来这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在为老
人送温暖、送关爱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打
理爱心菜园的实践劳动。”日前，在纪台
镇孟家村76岁残疾人孟繁厚的家中，善
德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正在给黄
瓜、豆角绑铁丝、系吊绳，孩子们则在菜
园里拔草、摘菜。

“这是我们连续第三周来给老人包
水饺了，志愿者们自带着包水饺的食材，
边包水饺边陪老人唠家常，同时会给老
人整理庭院，让老人感受到亲人般的关
怀和家的温馨。”近日，在台头镇三座楼
村郭百秀老人家，还没到院子里就听到
现场的欢声笑语。善德公益服务中心志
愿者张桂秀说，该志愿服务项目的初衷
就是给老人更多的陪伴和关爱，让这些
孤寡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为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凝聚更多爱
心力量，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打造
红色和美乡村建设，今年3月底，善德公
益服务中心启动了“红色和美小院”项
目，各分队纷纷走进特殊家庭，打造红色
和美庭院。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是针对孤寡老
人和残疾家庭展开。前期，志愿者通过
跟老人和家庭成员沟通；征得同意后，
制定庭院改造计划；之后，从院落、房
间等各方面一步步打扫整理，对整个院
子放置的东西进行归置；整理完院子
后，对土地进行翻土、施肥，并种植蔬
菜。

“通过开展红色和美庭院项目活动，
一是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关
心和温暖；二是面对面跟老人交心谈心，
给予其精神慰藉；三是了解老人的身体
情况和家庭状况，及时帮扶、解决问题；
四是让老人在参与庭院改造中找到自我

价值；五是引领更多爱心家庭参与和美
庭院创建，倡扬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同
时也给孩子提供劳动实践的机会，增进
亲子感情；六是引导老人改变生活和卫
生习惯，建立良好的家风，让整个居住环

境从里到外美起来，更加干净整洁。”善
德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志平表示，目
前，善德公益已经在纪台、文家、台头等
镇街打造了23处红色和美小院。

（本报首席记者 郑小菲）

精准布控

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部署开展以来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部署开展以来，，寿光市公安局全体民警辅寿光市公安局全体民警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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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警务精准追逃
逃犯难逃“法眼”

王某的落网，得益于寿光市公安局“智慧
警务大脑”的精准布控，而他也成为今年以
来寿光公安依托“智慧警务大脑”抓获的第五
个潜逃18年以上的异地逃犯。

在此之前——
2023年2月19日，寿光市公安局新型犯

罪研究作战中心利用“智慧警务大脑”发现一
名外来务工人员“李军”疑似一名网上逃犯贾
某。本着“一条可疑线索也不能放过”的原则，
刑警大队、城区派出所迅速出击，与新型犯罪
研究作战中心紧密配合，经过连续两天的循
线追踪、调查走访，最终确定这名现已化名

“李军”的务工人员就是藏匿于寿光的命案逃
犯贾某。

根据贾某在寿光的活动轨迹，经过夜间6
个多小时的分析研判，办案民警确定了贾某
在寿光的打工地点。2月21日早上6点，办案
民警在周密布控后，将正在市区某菜市场装
菜的嫌疑人贾某成功抓获。

两个月后——
2023年4月16日早上6时许，寿光市公

安局“智慧警务大脑”再次发力：在市区某农
贸市场发现一男子疑似吉林籍逃犯赵某。

赵某于2001年4月19日在其家乡将张
某杀害后畏罪潜逃，迄今已有22年。发现赵某
踪迹后，寿光公安快速展开行动，通过缜密研
判，确定现在人称“小李子”的男子即为逃犯
赵某。刑警大队、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城
区派出所通力协作，一张周密的抓捕大网悄
然布好。

2023年4月17日中午12时，经过连续6
个小时的循线追踪、蹲点守候，抓捕民警成功
将赵某擒获。面对抓捕民警的询问，化名“李
某某”的赵某开始还强装镇定，闭口不说自己
的真实姓名，但看到民警出示的部分证据后，
他知道警方已掌握确凿证据，立刻方寸大乱，
当即承认了真实身份。至此，潜逃22年的命案
逃犯被缉捕归案。

此后，“智慧警务大脑”再次发力，又成功
发现两名外地逃犯在寿线索，寿光民警迅速
出击，成功将其抓获。

近年来，寿光市公安局以实战需求为导
向，积极探索智慧警务新模式，建立健全“1+
1+N”追逃机制，依托“智慧警务大脑”精准研
判，持续加大对辖区逃犯的梳理、排查及抓捕
力度，不断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提质增效。今
年上半年，共抓获逃犯267名，是去年同期的
6倍，及时消除了社会隐患，维护了社会公平
正义，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袁萍 通讯员 杨真真

潜逃29年的异地逃犯在寿光落网

善德公益服务中心：

爱心涌动温暖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