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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蕊/文 张鹏/图

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低调内敛。
初见于红可，觉得他和印象中霸气、
威严的刑警气质相差甚远，倒有一些
学者风范，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温
和的人，却奋战在打击犯罪分子的最
前沿，先后组织、指导、参与侦破了
500余起命案、重案和疑难案件。17
年来，于红可以永不服输的“拼命三
郎”精神忘我工作，从一名普通民警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刑侦指战员，以突
出的业绩在警察队伍中竖起一面标
杆。

4月28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当选
为第十一届“平顶山市十大杰出青
年”的于红可，了解到他非凡业绩背
后所付出的努力与汗水。

于红可：刑侦战线上的“拼命三郎”

于红可受表彰 日常工作中的于红可（左一）

2002年，22岁的于红可从警校
毕业后被分配到平顶山市第一看守
所工作。他是建所以来最年轻的管
教民警，一个人差不多要看管60名
犯人，且很多是重刑犯。与各种各
样的犯人打交道，压力山大。面对
重重困难，他从未想过退缩。“干一
行就要爱一行，既然当了警察，就一
定要干得出色！”他有股不服输的劲
头。自此，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坚持
不懈地勤奋学习，不断总结实践经
验，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技能，各项工
作都名列前茅，得到全所领导和同
事的一致好评。

2003年11月23日，故意杀人犯
张跃山（后被执行死刑）在律师提审
后，突然撒腿便逃。暗中盯着他的
于红可奋力追赶，一举将他抓获，一
人成功阻止了一起重大监管事故的
发生。

“在押犯人复杂多样，很多是亡
命之徒，即使吃饭时都要瞄着犯人，
非常操心。那时候，我的头发开始
变白。”于红可笑言，5年的管教民
警生活，虽落得两鬓斑白，但让他养
成了缜密的习惯，也让他成了“拼命
三郎”的代表。

2007年，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命案重
案侦查大队成立。于红可主动请缨到最危险
的刑侦一线历练。“我学的是侦查系，不当刑
警，觉得枉做了警察。”他脱口而出，两眼闪耀
着光芒。

命案重案侦查大队主要负责全市的命
案、绑架、投毒、涉枪等重特大刑事案件的侦
破、协调、督导工作，是风险最大、任务最重、
工作最苦的部门之一。在于红可看来，越是
艰苦的地方越能快速成长。他以满腔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当中，努力向领导和师傅学习，苦
心钻研先进的侦查技术。

“一名优秀的刑警就像好管工一样，多拧
半个丝，多考虑一个问题，结果就截然不同。”
每次在办案现场，在走访摸排和寻问证人等
过程中，他都要求自己多看多想多问，不愿错

过一个可疑的地方。因为他的耐心和细心，
让一些知情人放下顾虑，讲述实情；因为他的
严谨和智慧，在案子“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
时常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破案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限挑战。2012
年9月，叶县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在侦
查过程中，于红可负责研判重点人员的轨迹
信息。他从早到晚，持续不断地分析研判，生
怕错过一处嫌疑。连续20天的埋头苦干，嫌
疑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却积劳成疼，患上腰椎
间盘突出，腰疼难忍。

每逢抓获凶犯的时候，于红可便像打了
鸡血一样高度兴奋、高度紧张。“抓捕时机稍
纵即逝，不敢有一点儿闪失。”他总是一马当
先，冲在前头。“我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先上！”
遇到危险，他从来都是当仁不让。深夜到嫌

疑人家中抓捕，摸黑前行，他一脚踹开门，第
一个往里冲……“每当抓住凶手的时候，那种
兴奋，是多少金钱和物质都换不来的！”他满
怀自豪地说。

在犯罪分子穷凶极恶、犯罪手段日益智
能化的今天，必须不断学习先进技术，才能在
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获胜。于红可综合应用
各种信息资源和大数据分析，利用信息导侦、
视频侦查、网上作战等科技手段进行关联整
合、比对，总结出一套命案重案侦查工作机
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整体作战优势和综合
破案能力。

同时，他经常通过公安内网论坛、全国情
报追逃群、信息交流会等渠道，与外地民警交
流信息化应用经验，协助外省市破获案件百
余起。

2015年12月，于红可被市公安局任命为
犯罪侦查支队命案重案侦查大队大队长。他
深感责任重大，每有重大案件，他依然身先士
卒，冲在最前面。他和侦查员一起跟踪嫌犯，
一跟一天；带领刑警们追捕持枪绑架案的嫌
犯时，他第一个翻上围墙，跳进院子……

在参与现行命案侦破的同时，于红可还
负责全市命案积案侦破工作。他常年奔波于
基层一线，对全市在册命案逃犯进行详细分
析、认真梳理，选择有条件的命案积案进行重
点攻坚。在对命案逃犯的社会关系、生活经
历、个性特征摸清摸透的基础上，他大胆地运
用各种情报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碰撞，综合
运用先进科技手段，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准确
出击，取得良好成效。

鲁山曾发生一起命案，凶手田某逃跑，其
妻子也不见踪影。2015年，于红可对这起积
案开始重点突破。他对田某及其妻子的社会

关系进行梳理，利用大数据对丝丝缕缕的信
息进行分析。经过缜密思考，他判断出田某
潜逃至新疆哈密。通过与当地警方协作，仅
用3天时间，潜逃18年的嫌犯就被当地警方
抓获。整个破案和抓捕过程，于红可都是在
办公室隔空指挥。

“于队的业务能力过硬，组织领导能力很
强，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该大队副大队长吕
国平对于红可异常钦佩，他告诉记者，每有大
案发生，在现场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于红可往
往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他会在短时间内统
筹协调各个警种，很快找到突破口，督促安排
各项侦查工作。“于队有个习惯，每次前往案
发地之前，他都会通过电话联系侦查员，提前
了解情况。到达案发现场后，立即便能高效
开展工作……”吕国平表示，有时在现场查访
几天，案件毫无突破，侦查员们不免气馁。这
时，于红可总会给大家鼓足士气，并以顽强的

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带领大家不懈工作，
将纵横交错的案情理清，从蛛丝马迹中找到
破案关键线索。

近年来，于红可共组织、指导、参与破获
百余起命案积案，先后远赴广东、陕西、新
疆、山西、青海等地成功抓获潜逃23年的鲁
山“1990.7.30”命案逃犯党炳才、潜逃22年的
鲁山“1991.11.27”命案逃犯康权、潜逃21年的
鲁山“1992.2.12”命案逃犯叶全伟、潜逃21年
的鲁山“1997.11.21”命案逃犯李要国、潜逃18
年的郏县“1995.4.7”命案逃犯赵海周等一大
批命案逃犯，沉重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

此外，在他的主动出击下，全市共侦办公
安部重大网络贩枪团伙案件18起，抓获涉枪
犯罪嫌疑人300余人，收缴枪支400余支，摧
毁制造枪弹窝点12个，整体绩效成绩一直居
全省先进位次。

以队为家，是于红可的工作常态。遇到
重大案件，十天半月也回不了家。在全国“清
网”行动中，他远赴外地抓捕嫌犯，往往一走
几天。2012年初，母亲做心脏支架手术，于红
可远在乌鲁木齐办案。

“家人谁也没跟我说，说了怕我分心，影
响办案……家里的事，家人都不指望我，因为
指望不上。”他歉疚地说，“我的大女儿10岁
了，二女儿也上幼儿园了。妻子说，你错过了
大女儿的成长，小女儿也该弥补一下了吧，我

真的很想陪陪孩子，可是，根本顾不上。有
时，孩子打电话很想让我回家吃个饭，我也回
不了。唉，没办法。”他仰头长叹，眼圈泛红
了。

“我是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案情就是
命令。”他目光坚定地说，“除暴安良、破案缉
凶是刑警的天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好，那就
不是一名合格的刑警！”面对家庭和妻女，他
心存愧疚。可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平安和团
圆，为了更多的人享受亲情和温馨，他觉得付

出得再多，都是应该的和值得的。
小爱有界，大爱无疆。于红可把自己的

全部都交给了热爱的刑侦事业，他的付出赢
得了同事、领导和群众的广泛赞誉，近年来先
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个人嘉奖5次，先后
荣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中原卫士杯”破案
追逃成绩突出个人等荣誉。2014年被市委宣
传部、团市委授予平顶山市“十大杰出青年民
警”和“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今年，他高票当
选市“十大杰出青年”。

成功阻止一起
重大监管事故的发生

遇到危险，他总是一马当先

隔空指挥，抓获潜逃18年的嫌犯

欠家人太多，是他心中难以弥补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