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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口温泉杯湍口温泉杯

邱一是杭州市公安局信息经济分局一大队大

队长，也是本届亲民警察候选人之一。

杭州数字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各种犯罪手段

也迭代出新。2015 年 3 月信息经济分局正式成

立，邱一成了其中一员，7 年来，他参与破获过行

受贿类、保险诈骗类、侵犯公民信息类等多种类型

案件，称他为“烧脑警察”一点也不为过。比如，有

时一件案子的难度不在于找到嫌疑人，而是在日

新月异的互联网话语体系中，如何娴熟地和嫌疑

人“对话”。

“我们不一定对每个领域都非常精通，不过对

于互联网流行的东西都需要懂一些。”邱一说，“要

不然嫌疑人一看我们什么都不懂，就不会好好交

代的。”

信息经济分局成立前，邱一有一年多的时间

驻扎在互联网企业服务站工作，再往前的十年，他

是网络警察分局四大队的一位民警。“那时候可比

现在忙多了。”

刚刚毕业的时候，邱一有 5 年在科技通信处

计算机管理科做程序开发工作，希望自己是一位

破案的警察，2003年初，邱一成了一名网络警察，

正式开始打击犯罪行为。

网警在那时也是比较新兴的警种。邱一记得

2006 年左右，互联网井喷式发展，很多案件开始

通过网络来找线索。

关于案件，有些内容邱一不能细说，但是他给

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比如：“比较喜欢网购的人，

支付密码最好不要用生日，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家

人的，都不要用。”邱一说到侦办过的一起信用卡

盗刷案，二十多名受害人同时报案，都说是信用卡

被盗刷。案件侦破之后发现，嫌疑人并没有特别

高明，就是尝试生日作为支付密码，居然百分之八

十都成功了。

不知不觉，邱一从警已经 25 年了，先后荣立

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6次。

他在烟火升腾的日常里守护着平安祥和，在

新故相推的交汇处推动着创新改革，也在艰难险

重的时刻挺身而出。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傅宏波

防盗刷信用卡有办法，不要用生日做密码

“烧脑警察”这个提醒要记牢

在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大楼情指中心，每

天都会有上万次铃声响起，这里也是重大突发性

事件指挥调度、视频追踪、分析研判的中枢核心。

韩阳是杭州市公安局情指中心110接处警分

中心副大队长，是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合杭州市

公安局共同举办的“湍口温泉杯·第九届杭州市十

佳亲民警察评选”候选人之一。

2000年正式参加公安工作后，韩阳没有离开

过110工作岗位。最初6年，韩阳是一名接警员。

从警 22 年，韩阳从接警员转变为指挥调度

员。遇到紧急突发警情时，迅速成为一个最小作

战单元核“芯”。

2021 年 6 月 9 日，情指中心接到省公安厅指

令，苏州昆山市一持刀抢劫案嫌疑人驾车从昆山

市向杭州逃逸，要求杭州市局立即布控。韩阳根

据查询发现的车辆卡口信息，迅速模拟车辆行进

路线推演，最小作战小组立即组织各单位预设卡

口开展车辆拦截。在准确预判车辆行驶轨迹后，

部署的拦截警力在临安地界将车辆成功查获，并

抓获犯罪嫌疑人。

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韩阳通过指挥调度

支撑一线民警破获现行案件800余起。

韩阳说，如今整个杭州每天有 1.2 万到 1.3 万

个报警电话，有效报警或者求助电话 5000~6000

个，每一通电话背后，深思一下可以发现更多东西。

他发现过一个奇怪现象。有位老奶奶总在晚

上 9 点半“准时”拨打 110。“大概持续了一个月，

我们发现她的精神不太好。”韩阳说，即便接下来

又是一个无效报警也不敢大意，“万一这次是真的

求助。”可是，110作为生命热线，有人占用资源会

影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为此，韩阳和属地派

出所、街道联系，告知情况。后来，工作人员晚上

9 点 20 分左右提前和老奶奶沟通，陪她多讲讲

话，“她可能就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有人安慰她，就

不打了。”

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着重做这块工作，一些无效报警已经下降很

多。”

凭着扎实的业务功底，韩阳先后被评为省级

指挥中心人才库指挥调度岗位人才、杭州市公安

局指挥调度岗位专家级业务标兵。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傅宏波

老奶奶每晚9点半拨打报警电话，为啥

110调度员解开她的心结

大学时，他被老师称作“天生的刑警”。从普

通民警成长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他总结出办案

的关键：要找到那一把“钥匙”。

他叫孙盛林，现任杭州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副大队长，本届亲民警察候选人之一。

孙盛林从警以来一直与刑侦案件打交道。

“我是诸暨人，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读了侦查专业。当时有位段老师第一次

见到我就说我是天生干刑警的料，我都蒙了，不

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回想起来，还真是

被他说准了。”

孙盛林大方说起了自己从警以来的“高光时

刻”，那是在2018年。当时，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开始，孙盛林临危受命服从组织安排，深

入扫黑除恶一线，办理一系列涉黑涉恶案件，先后

参与办理各类专案10余起，均获得显著成效。

办案 16 年，孙盛林总结，最关键就是要找到

那一把“钥匙”，也就是案件的突破口。

在办理桐庐“8·14”专案初期，孙盛林认真

梳理案情细节，研究嫌疑人的心理活动，做足准

备工作后，他以攻心为上，用交心谈心打消其抗

拒心理，用法律政策瓦解其畏罪心理。经过连

续两昼夜的斗智斗勇，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违

法犯罪事实，并把组织框架、该团伙的作案模式

与具体案事件结合，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

后他被专案组任命为杭州线外调组小组长，

通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带领队员累计

查证寻衅滋事等各类违法犯罪案件40余起，其中

轻伤案件4起。

从 2021 年 7 月开始至今，孙盛林已经连续作

战十几个月，目前这个案件已在收尾阶段。此案

作案手法新颖，在杭州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可

以借鉴的经验，该案的成功突破，已经成为杭州公

安打击新型套路贷的经典案例。

他说：“每次遇到棘手的案子，就像遇到一道

难题，解题的过程很艰辛，但在谜底破解的那一瞬

间，总能带给我成就感和满足感。”

本报记者 边程壹 通讯员 傅宏波 陈骋

连续16年冲锋在刑侦一线

他说破案关键要找到“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