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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黑”是指黑票提、黑导、黑社、黑车、黑店、黑网。 2018 年 7 月

27 日起开展的严打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有四个亮点：严打黑车、黑店这两

个核心；多部门联合执法从最高限叠加处罚；深挖严打幕后黑手。其中，着重

惩治“六黑”中的黑车和黑店，是因为在非法“一日游”的“六黑”乱象中，

没有黑车就无法成行，黑车既容易被发现、记住和查处，也是单项价值较高的

固定资产；而旅游购物“黑店”则是坐地经营、欺骗游客，全市几十家非法

“一日游”“黑店”也是此次打击的重点。

在专项行动中查扣“黑车” 248 台，查处旅游客运业务违章 158 起，关闭

购物“黑店”和演艺场所 29 家，查处“黑社” 13 家(其中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 1 家)、查处“黑导” 27 人，查处各类涉旅违法行为 1789 起，各职能部

门立案 181 起，从重罚款 448 万元。

为巩固前期严厉打击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战果和国庆期间旅游市场整

治成效，防止违法行为反弹，今年国庆长假过后，北京市有关部门继续重拳打

击非法“一日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5时开始，由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牵头，

会同北京市旅游委、东城区和西城区相关职能部门对核心区旅游市场秩序进行

了联合执法检查，重点针对前门、天安门、国家大剧院以及北京城市规划展览

馆等游客及旅游经营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和点位展开检查。

北京市旅游委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对非法“一日游”保持打击力度，维持

高压态势，协调各有关部门、各区综合检查执法，实现打击非法“一日游”常

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依托多种媒介，做好旅游服务信息供给。未来

将通过政府补贴增加正规“一日游”供给，为进京游客提供更多选择。同时，

提醒游客出游注意选择正规旅行社，强化安全风险意识。疏堵结合，彻底铲除

非法“一日游”顽疾。

为促进北京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北京市政府对非法“一日游”这一破坏北京旅游形象的顽疾，一直保持着高压严打态势，有效遏制了
“六黑”乱象，净化了北京旅游市场环境。

·广告·

重拳打击非法“一日游” 多部门协同净化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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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紫赟、陈诺

这是一份辛苦的职业，与影视剧中“戴蛤蟆镜拎勘查箱”
形象不同，要在尸体前一站三四个小时，忍受着视觉嗅觉多重
冲击，却因与死者打交道，时常不被理解。

安徽省公安厅副主任法医师秦明是一名法医，也是一名
作家，既热爱抽丝剥茧发现破案线索替亡者说话的成就感，也
享受用文字“为职业正名”的快乐。

持手术刀，圆警察梦

在秦明最初的梦想里，他应该像父亲一样，身穿警服、腰
间别枪，做一名惩恶扬善的刑警。然而，身为护士的母亲却不
舍得，认为从医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1998 年，一家人的梦有了结合点——— 秦明报考大学，懂
儿子的父亲向他推荐了法医这个专业，“以后出来是当警察
的”。那时，法医影视剧尚未流行，许多人对法医这份职业了解
很少，秦明母亲也是一样，听名字以为类似医生工作，便爽快
同意了。

“父亲使了这招，把我妈‘忽悠’了。一想到能当警察，心里
特别高兴。”秦明笑着回忆说。

然而，圆梦的第一步却是穿上白大褂，去手术室，整天与
医学专业的学生上系统解剖学等专业课，“学完一脸蒙：我不
是当警察的吗？”

秦明坐不住了，利用寒暑假他去家乡的公安法医部门实
习，指望着能赶紧“练手”，结果只做了一些伤情鉴定。

就在大一暑假的实习行将结束的一天，他接到实习老师
的电话———“发生街头斗殴案件，一人被捅死，嫌疑人已被控
制，速来殡仪馆。”他一听又泄了气：“人都抓住了，还要咱法医
干什么？”

然而这却是法医秦明第一次站上尸检的手术台。台前铭
牌上写的名字有些熟悉，当秦明站到手术台前，脑袋一下蒙
了：眼前这位死者竟是与自己同岁的同学。带教老师注意到秦
明面色苍白，就说：“不行你就回去吧！”秦明却选择留下，“我
觉得这个坎要迈过去，否则以后就干不了这行。”

这成为日后秦明常常向别人提起的故事：一方面这种残
酷的巧合让他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他自以为没什么存在感的
法医竟然在那次案件中起到了大作用。

原来，虽然参与斗殴的嫌疑人全部落网，但所有人都否
认是自己用刀刺击造成了死者的那一处致命伤。带秦明实
习的老师通过缜密观察，发现致命伤处有一个皮瓣，而通过
这个皮瓣推断出凶器是卷刃的，从而弄清了犯罪的主次关
系。“如果主次关系弄不清，这些人将面临一样的法律处罚，
不公平。”

谈起近十年前的这起案件，秦明记忆犹新。他说，这起案
件给他带来的震撼很大，原来法医职业比自己想象的更加重
要。

“每具尸体都有他专属密码，一旦破解便直指真相。”

尊重真相，生命无贵贱

24 岁时，秦明毕业后入职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医。工作中
恐惧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对死者的悲悯和对犯罪分子的仇恨。

2011 年夏，秦明曾接触过这样一起案件：一个姑娘下班
时，被歹徒劫持到绿化带里侵犯并杀害。警方调查走访了解
到，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母亲去世早，父亲残疾，她依靠
助学贷款读完大学，毕业后眼瞅着即将把助学贷款还完，开启
新人生篇章，却不料生命戛然而止。

秦明又气又急，但半天找不着线索。多亏了现场的老法
医，他非常冷静，通过尸体上一个细微的损伤，提取到了犯罪
嫌疑人的微量 DNA(脱氧核糖核酸)。而正是这微量的 DNA，
顺利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这让秦明懂得，“悲痛和气愤的情绪
无法破案。是老法医的冷静与淡然，让他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捕

获了破案的唯一线索。”
在秦明看来，从业法医有一种心路历程，刚开始可能心

里有些怕怕的，渐渐到仇恨犯罪分子，再到思索生命“人活着
到底是为什么”，最后达到一种淡定———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死
者，什么样的案件，都不会有情绪上的异样波动。“只有这样才
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有一起案件，秦明时常对人说起。死者是一名精神病患
者，经常狂躁地四处打人，给家人和村民都带来了极大困扰。
整个死亡现场看起来是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然而法医通
过尸体检验发现了异样，认为这是一起命案，而非交通事故。

案件最终得以破获，原来是因为精神病患者袭击了一个
村民，村民“气不过”，对他进行反击致死。当这名村民被公安
局收押时，整个村的老百姓都到公安局来为他求情。还有很
多人指责法医：“你们在多管闲事，多此一举！”对他们而言，精
神病患者的死亡算是大家丢弃了一个累赘。

“我们依旧坚持秉公办案，我觉得这才算是一个成熟的法
医。”秦明说，生命在法医面前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法医
唯一遵循的就是真相。即使死者是十恶不赦的人，法医一样
要搞清楚他是怎么死的，替亡者说话。

人们常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年少时的秦明会对这样的
人性之问嗤之以鼻。可当入行久了，如今的他看多了生死，更
深知生命的可贵。

“我常用一句话来形容法医：一双鬼手，只为沉冤得雪；满
怀佛心，唯愿天下太平。”

每次工作都是生命课

法医秦明并非无案不破的福尔摩斯，在成长过程中，也有
过失误。于他来说，经历过的每次棘手工作，都是一次生命课。

一起案件中，一位老人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后，夜晚被发
现在自家门口死亡，案发现场地面还有一根带血的棍子。现
场给所有人的感觉是，有人手持棍子，袭击老人头部致死。

当秦明赶到现场后，也受现场环境影响，先入为主地得
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仅仅做了常规尸检。“师父以往要求在尸
检时，能解剖的部位都要打开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可由于后背解剖不是法医的常规解剖术式，是需要加检的，我
没有去遵循，而是因一系列巧合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万
万要不得的。”秦明事后回忆说。

没想到，这案子查了一个月，却怎么都破不了。于是刑警
队又请了秦明和他的师父去。师父了解情况后，问起秦明：“你
把后背解剖了吗？”秦明答说没有。最终两人把死者后背打开
一看，才发现这个损伤是高处坠伤，根本不是外界暴力打击所
致。原来是老人想通过二楼窗户翻进家里取钥匙时，不慎跌
落，摔伤了颅脑，棍子恰巧是在老人摔伤处，被溅上了血迹。

“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件侦查，对我的教育都不如这个失误
的案件教育的效果好。”这次失误让秦明深刻感受到法医职业
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每一个线索、每一个判断都是在
向生命宣誓”。

所有艰辛抵不过“热爱”二字

许多人对法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中描述的场景：戴个
蛤蟆镜，拎着勘查箱，出入命案现场或者是一尘不染的解剖室，
检验完尸体再约杯咖啡。

现实中，法医工作的环境十分恶劣。
秦明曾碰到过一具尸体，捞上来时表面布满着密密麻麻的

蛆。由于需要在现场解剖，秦明和同事只能跑到附近买了碗和
筷子，一个个把蛆赶到碗里。没想到刚赶完表面一层，从鼻子、
嘴里又冒出来许多。“一碗一碗的，长得跟米饭一样，从那时起半
个月，我没吃过米饭。”

这些旁人听起来都难以忍受的画面，恰恰是秦明等法医们
工作的日常。他们的真实工作环境，多是密不透风的停尸间，或
者是酷暑严寒之下露天的命案现场。从嗅觉上的刺激，到视觉
上的刺激，再到触觉上的刺激，常人可能连 15 秒都待不下去，
而尸检工作常常是 3 个小时起步。秦明一年曾最多出差 270
天，他习惯在口袋中随身带些香菜用来搓手，消除一些难以洗
去的特殊气味。

尽管如此种种，都抵不过秦明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去的每
一个现场，得到的每一个线索，推理出的每一个结果，还原的每
一个真相都让人难忘。”正如他所言“天下之事，唯有热爱不
破”。

然而，这样一份神圣的工作，却经常会遭遇一些误解。有一
次，秦明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同桌人想和他握手打招呼，当听说
是个法医，伸出的手又收了回去。

还有一次秦明和同事去交通事故现场勘验，其实是对伤者
进行伤情检验，但伤者家属一听法医来了，便要攻击他们。因为
她认为，法医来是不吉利的。

这样的误解有时还会来自个别同行。有人觉得法医无用，
觉得是个不重要的警种。如此种种，让秦明开始思考能做些什
么，让社会上更多人了解、理解并支持这个行业。

秦明开始写博客、写书，为热爱之事正名。受当时一些网络
大 V 影响，秦明开始在博客上写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刚
开始阅读量只有 1000 多。随着故事越写越多，秦明的粉丝与阅
读量也逐日增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被天涯版主邀请去
天涯发稿。结果第二天起，这些文章就成为了天涯爆款，每天阅
读量有十几万，每篇都有上百条点赞。

很快，出版商们纷纷找到秦明邀约出书，“法医秦明”系列
小说开始在网络上走红，并被改编成大热网剧，法医秦明“火
了”。

如今的秦明仍每天蹬脚踏车上班，在忙碌一天本职工作后，
利用夜晚时间写写故事，或帮网友解答专业问题。穿上警服，他
是法医秦明，脱下白大褂，他又是深受网友喜欢的段子手“秦
叔”。

在秦明走红后，很多人劝他辞职，甚至承诺为他投资开工
作室，可秦明从未动过心，“法医秦明，除了法医，就一文不
值。”

法医秦明：鬼手佛心，替真相发声

▲秦明近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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