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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安女法医侯丽文铁路公安女法医侯丽文：：

向向““暗暗””勇前行勇前行 解谜显光明解谜显光明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牢记使命担当
克服恐惧直面现场

法医被认为是公安系统最
苦、最累、最脏、最可怕的职业
之一，而平日里端庄秀丽、性情
温顺、谈吐文雅的侯丽文是如
何面对各种命案现场的？

“首先要克服来自心中的
恐惧感。”侯丽文说，“这是我还
在大学读法医学时就被老师无
数次灌输的理念。在之后的学
习与工作过程中，我不断加强
自身的党性修养和理论素养，
通过多种方式武装头脑、强化
内心坚韧性，以保证在命案现
场心绪不乱。”

实际上，侯丽文在工作中
常会面临内心备受冲击的时
刻。某年的一个夏夜，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站工作
人员在来自四川省绵阳市的集
装箱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当侯丽文赶到现场打开手电筒
爬进集装箱后，立刻嗅到闷热
的空气中袭来一股恶臭。

进入集装箱后，侯丽文摸
索着往里探，在灯光照射下，她
才逐步看清集装箱内部环境。

“由于箱体高温封闭，一具尸体
已高度腐败，软组织溶解后的
液体顺着地板蔓延开来。死者
所穿衣物被尸液浸透使人无
法辨认颜色，集装箱内壁也被
熏致变色，场面令人作呕。”侯
丽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历
历在目。

虽然面戴专业防护口罩，
但侯丽文仍感觉自己的脸部像
裸露在外一样。“作为法医，我
需要尽可能靠近尸体来细致勘
查。”侯丽文说，当她正集中精
力收集线索时，一股尸水、血
液混杂的腐臭气味突然在空
气中猛蹿，受惊的苍蝇从尸体
上飞起，落在她的脸上、臂上
……侯丽文顿感胃里翻江倒

海，但她强忍不适坚持作战1
个多小时，终于把有关物证收
集齐备，并对死者性别、年龄、
致死原因和死亡时间作出初
步判断。

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与身份
信息相关的任何物件，面部、肌
体等也都腐烂无法辨别，所以
侯丽文把勘查重点集中在死者
所穿衣物上。最终，她在衣襟
处找到几粒稻米，这也成为日
后查找尸源的重要依据，为案
件的定性和协查指明了方向。

“遇到这种尸体高度腐败的案
件，更要严谨认真，不能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侯丽文说，“腐败
的尸体、蠕动的蛆虫固然可怕，
但我更担心侦查和真相还原的
进度受到影响。可以说，责任
感与使命感就是让我们法医无
所畏惧、敢于冲锋的主要因素
之一。”

秉持耐心与细心
剥茧抽丝还原真相

法医工作的进度、效果与
案件当事人及其亲人的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在一些事故现场，
侯丽文经常遇到情绪激动的死
者家属向办案民警和法医讨要
说法。这时候，侯丽文总会以耐
心、细心以及严谨的态度、专业
的素养，还他们一个真相。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有工
作人员在呼和浩特某铁路段发
现一具男性尸体。接到任务
后，侯丽文立即赶往现场，对尸
体进行检验。

侯丽文刚到现场就皱起了
眉头，因为当事人被火车撞击
死亡后肢体损毁程度严重，铁
轨一侧方圆30平方米范围内
散落着大量尸块，现场散发着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死者头颅
也不知去向。

侯丽文仔细翻找，小心翼
翼地将尸块一一捡拾复位，并
进行检验。最后，她发现尸体

左手腕有锐器划伤的印记，初
步判断当事人死亡可能属于自
杀。但家属并不认同，坚持说
是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并希望
铁路警方尽快查明真相。

随后，侯丽文与派出所民
警连夜走访调查了死者住所，
发现死者所租住的房间门上贴
有遗书。通过后期的检验鉴
定，确定死者是自杀。

当一系列证据被罗列出来
后，死者家属终于认可了警方
的判断，并握住侯丽文的手哽
咽道：“死去的人是不幸的，但
看到你这样尽心尽力对待案
情，我们做家属的心里也有所
宽慰。之后我们一定会配合警
方处理好后续事宜。”

在实践中，法医的鉴定结
论是刑事案件量刑以及民事案
件赔偿情况的重要依据。

2005年初，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连续发生多起抢
劫、强奸、杀人的恶性案件，一
时间人心惶惶。上级公安部门
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相关案
件被公安部列为2005年第二
号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案件侦办初期，警方列举
了数名犯罪嫌疑人。为尽快查
明真凶，还社会一个和谐稳定
的环境，专案指挥部与乌兰察
布市集宁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请
来侯丽文对案件提取的生物检
材进行检验。

侯丽文连夜开展工作，对
案件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检验，在串并案件、排
查犯罪嫌疑人、减少人财物的
浪费以及缩短侦查破案时间等
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到专案指挥部及集宁区公安
局的高度赞扬。

奉献铸就忠诚
擦亮人民警察生命底色

呼铁公安局管辖线路点多
线长，案件尸检工作全部由呼

铁公安局法医承担，检验任务
十分繁重，经常是某处工作还
没结束，数十公里外又出现新
的案情。

侯丽文向中国城市报记者
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周
末我准备带孩子出去玩，正在
收拾水果便当时，公安局值班
民警突然电联我有命案发生。”
安慰完孩子的侯丽文立即驱车
赶赴现场开展尸检工作。

这个工作刚结束，侯丽文
又接到辖区公安处电话，告知
区间发现无名尸体，需要检
验。侯丽文匆忙啃了两口馒
头，准备再出发。身边一位民
警见她满脸疲惫，便提醒她稍
微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再走。
侯丽文却说，人命关天，早到一
分钟，就可能提取到更多可用
的信息。当所有工作结束，侯
丽文回到家中时，已是次日凌
晨，孩子正熟睡着。

被中国城市报记者问到如
何权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时，侯丽文表示，对于人民警察
来说，选择这份职业就意味着
需要在其他地方作出“牺牲”；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从事这份
工作就是选择了铸就忠诚的方
式。这种“牺牲”不能只体现在
豪言壮语上，更多时候是在默

默无闻的工作和不图回报的无
私奉献中展现出来的；这种忠
诚不仅需要忘我的精神，更需
要有对科学和真相不懈追求的
精神。

侯丽文常对家人心怀感激
之情及愧疚之意。她说，多少
个春节，自己都希望与丈夫、女
儿回集宁老家给母亲拜年，一
家团圆。可经常是火车开行的
信号还没亮起，工作的电话声
就急切地响起。有一年除夕，
侯丽文含泪通过电话对长时未
见、思女心切的母亲解释：“妈
妈，我有任务，今天不能回去。
等任务一完，我马上回去和您
过年！”

侯丽文的故事感动和激励
了许多人。在今年5月呼铁公
安局开展的专题学习活动中，
不少铁路基层民警表示要向侯
丽文学习、看齐。

面对掌声和鲜花，侯丽文
心中无比激动，但她也提醒自
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和贯彻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的总体要求，‘锚定目标抓
落实，笃行不怠建新功’，真正
把党的先进性与法医工作的专
业性相融合，推动尽早破获更
多大案要案。”

“向死而生、直面死亡”是多数人谈到法医这一职业时的直接想法。由

于法医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对与法律有关的人体（活体、尸体、精神）和犯罪现

场进行勘查鉴别并作出鉴定，所以他们通常被称为“与死者‘对话’的专家”，

更被网络破案类文学爱好者冠以“尸语者”的名号。

除“协助破获大案要案”“解剖刀下探寻真相”等共性工作外，一些特殊

行业、地区的法医从业者，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其

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刚柔并济的女法医群体。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以

下简称呼铁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处长侯丽文便是一位女法医。

侯丽文现年56岁，早些年一直在铁路沿线偏远山区奔波，在各种骇人的

命案与事故现场寻找线索。“我身上总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侯丽文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所以朋友都说我是‘自找苦吃’。但每当我

看到案件破获、真相还原时，就感到身上的‘苦’转成了心中的‘甜’。”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

女法医侯丽文在给学员授

课的路上。 昌 洁摄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女法医侯丽文在实验室检验案件现

场提取的生物检材。 昌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