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抓小偷

会带上几十人，携带冲锋枪前往，形成震慑效应

1995 年，王立军对军旅作家陈晓东说：
“我就像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担任什么
角色，这场人生的戏都要演下去，不能演砸
了，只能演好。”

王立军喜欢大场面。铁岭警官描述，王
立军在抓捕小偷时也会带上几十人，携带冲
锋枪前往，形成震慑效应。

“王立军跳出他的‘沙漠风暴’车，一个箭
步冲到了夏利车前，一拳砸碎了车窗玻璃，另

外一只手举着微型冲锋枪‘嗒嗒嗒’就打了一
梭子弹。车里走私犯先是一愣，然后束手就
擒。”这个场景发生在 1994 年 10 月的“虎皮
案”现场，地点在铁岭下辖的开原市火车站
附近的雅苑宾馆前。据多位与王共事的同
事称，这些现场之所以能被拍摄下来，源于
王立军多年来的习惯：他总会携带摄像机去
抓捕现场，有时也会请当地媒体记者参与摄
影摄像。

王立军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他负
伤20多次，有9个战友在他怀里牺牲，亲手将
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刑场，黑社会出价 500
万买他人头等，甚至还有传言甚嚣尘上：他的
妻女被黑帮分子奸杀并把录像带寄给他。

悲情英雄、大难不死、与兄弟生死与共等
元素让王立军充满传奇，而新闻报道、传记文
学、电视剧里，其单挑群氓、勇斗悍匪的个人
英雄主义故事比比皆是。

关键词 “大情报”

“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

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 年 12 月 14
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
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

“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

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
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
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
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
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
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

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 GPS
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
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
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1 年 10 月 26 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
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
各 发 3.5 亿 元 设 备 ，“现 在 我 们 每 天 要 查
87000 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
我们打掉了 5000 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
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
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 27 亿的设
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关键词 擅长戏剧化

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
阵仗如同检阅部队

2008 年 8 月 12 日，王立军责令成立
“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
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
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
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
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
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
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
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
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
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
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
申请到了专列。2009 年 1 月 7 日，装甲车
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
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
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
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
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
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
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
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行动收工，王立军
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
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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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打黑真相
吞民企资产 严控重庆言论自由
喜欢大场面 抓小偷也带冲锋枪

市局民警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
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
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
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
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
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
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
打黑展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
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
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
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
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 100多次

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吗？”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

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后，王立军要求在
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
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
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
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
黑展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
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
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
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
口说出来。”蒋称。

“9·19打黑”源于1994年6月发生在铁岭
县法院和铁岭市政协的两起爆炸案。铁岭市
决定开展一场“严打”整治行动，具体工作由
王立军负责执行。

“9·19打黑”是王立军早期职业生涯最重
要的一笔，此次行动中所形成的基本模式，成
为王立军日后18年打黑生涯的奠基之作。

据其自述以及媒体记载，王立军在“9·19
打黑”中多次亲身上阵，擒拿格斗，其中尤以
孤身擒拿杨富和何晶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在《我所认识的王立军》一文中，王立军

与铁岭“四大黑社会集团之首”、辽宁省拳击
冠军杨富搏斗十几分钟，最后以一个直勾拳
将杨富打倒。但据《铁岭日报》记载，当时王
立军是手持微型冲锋枪，一枪托打在杨富的
下巴上。

另一名“黑社会集团头目”、辽宁省散打
亚军何晶的抓捕过程同样被描述得惊险：王
立军孤身驾车追何晶，后者车子突然熄火，王
立军与之搏斗20多分钟，将对方制服。

不过，此事在王立军的口中也出现不同
版本。他履职锦州市公安局长后，在接受央

视《警察人生》专访时曾提及此事，说当时自
己“子弹已经打光了”。两分钟后，他又说，自
己“冲（何晶的）两个保镖的腿连续打了两
枪”。

“枪毙几个黑社会头子那天，（铁岭）群众
自发地打着 20多米长的大字横幅到市委、市
政府、市公安局门前庆贺，在马路上写下了

‘杀杨富，平民愤，真正的共产党员王立军’的
大字标语”。这种宣传方式，在其后的重庆打
黑中频频出现。

综合《齐鲁晚报》《南都周刊》

关键词 “9·19打黑”

成为其日后18年打黑生涯的奠基之作

1984 年铁岭从警
伊始，到 2008 年履职
重庆之前，王立军的舞
台一直是铁岭锦州等
地。在24年的辽宁警
察生涯中，王立军以打
黑起家，完成了从草莽
英雄到学者型局长的
转变，其打黑、治警、包
装等刀法在此期间成
形,并日臻成熟，最终
在重庆达到巅峰。

他打黑的真相到
底是什么？通过一些
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真
实的王立军。

关键词 民营企业家

打黑的重头戏都是针对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 3月 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
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
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
公安局局长。

尽管“3·19 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
未破获，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
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4 月 27 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
上透露，以“3·19 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
情报信息，把全市口全都梳理了一遍，“这
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当年 5 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
中心时，王立军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
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
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
密证据。

2009 年 6 月 3 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
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
组。“6·3 案”后，2009 年 6 月 25 日，重庆警
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
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
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
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
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
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 3 个月后，2009
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
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民营企业家共认
捐7000余万元。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
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
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
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
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
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
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
天。

王立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