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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着恶臭，爬满了蝇蛆的腐尸；散落
案发现场，血肉模糊的尸块……这样的场
景，无需亲见，仅凭想象就足以让人毛骨悚
然。可是法医，不但要亲见，要接触，还要时
刻保持镇定和清醒，用清晰的思路、专业的
知识进行现场重建，用精准的分析判断解开
死亡之谜。

“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拨开层层迷雾，让
死人‘说’出真相。”1999年，在沈阳军区后勤
部担任主检法医师的武思坤转业到市公安
局，在刑事技术中心法医岗位上一干就是15
年。15年来，武思坤检验尸体2000余具，开
棺验尸40余次，活体检验4000余例，出具鉴
定书5000余份，均正确无误。

2002年1月4日，大竹县黄家乡发现一
具已被焚烧的无头尸体。“当时还缺乏先进
的检测仪器，由于条件不足，基层法医无法
对尸体的年龄、身高、性别、死因进行准确判
定。”眼看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大竹县公安局
遂向市刑警支队求援，武思坤奉命急赴现
场，对尸体进行详细检验。“世上没有绝对完
美的犯罪，因为‘罪必留痕’。”武趾坤深信此
点。通过对尸骨骨化点、趾骨联合的观察，
确定了死者年龄在13岁左右。但由于死者
年龄较小，使得无法从骨盆形状推断出其性
别。“我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对尸体会阴部位
的仔细解剖，终于在残存组织中发现了一小
段阴茎海绵体，从而确定了死者系男性。”
尸检为寻找尸源、侦破案件提供了方向，第
二天犯罪嫌疑人就被抓获。

“一名合格的法医，不仅要具有过硬的
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
力。”2001年4月至2003年5月，达川区、大
竹县10多个乡镇的中学发生连环强奸案。

“当时尚无法及时进行DNA鉴定，但通过
10余次精斑检验，发现均为0型血。”此外，

武思坤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作案地
点、作案手段等也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大
胆提出该案为一人所为。根据武思坤建议，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邻近中小学校蹲点布
控，终于在2003年5月9日凌晨在达县碑高
中学将再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杨传山抓
获。后经指纹鉴定、DNA鉴定证实，上述连
环强奸案均为杨传山一人所为。

法医在古时被称作“仵作”，因为是与死
人打交道的工作，常被人说成“晦气”。“直至
今天，法医这项工作仍遭人嫌弃，干这一行的
年轻人耍朋友都有些恼火。”武思坤说，从服
从分配的那一天起，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所
以这15年来，他眼看着许多同事面对尸体时
或掩鼻，或呕吐，或受不了心理上的压力，最
终转行离开，自己依然在坚守。

在武思坤看来，尸臭、血腥、人们不理解
都不算什么，当法医最危险的还是肝炎、艾
滋病、狂犬病这些传染性疾病。“可又不能因
为死者有传染病就不工作了。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动作尽量要轻柔，防
止被血喷溅，被断骨划伤。”

法医武思坤：让证据“开口说话”
□叶娟 孙粟 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摄影报道

11月25日，一个特别的日子。
“送战友，踏征程……”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时，在武警达州市支队操场上，370名退伍老兵们
正泪别军营。

“在部队5年，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去成约旦。”
特勤中队的邱选熔，5年前从广东梅州应征来到了
武警支队，后因军事技术过硬、射击技能突出被选
拔为狙击手，曾两次参加武警四川省总队的反恐比
武和支队组织的特勤比武，两次荣立三等功。2013
年10月，他又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备战约旦国际特
种兵勇士竞争选拔集训，但参加考核时腿受了伤，
没去成约旦。“不过，通过参加这种集训，使我学到
了更高层次、更专业、更全面的知识，这对我复员到
地方很有帮助，比如将来参加地方的特警选拔，都
很重要。”他说。

“部队是一个大集体，尽管我待的时间只有两
年，但战友间那种心贴心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很感
动。特别是当自己心情压抑的时候，部队主官会找
你谈心，这种感觉特别温暖。”说话间，21岁的彭旭
东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老兵难舍难离，是有理由的。
“来，大家坐好了。让我们一起为过生日的老

兵们献上一首生日歌！”11月24日晚上6时许，特
勤中队餐厅，指导员焦建龙扯开喉咙起了个头。“祝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歌声瞬间飘散开
来，浑厚、有力。“今天是我在部队过的最后一个生
日，也是最后一顿晚餐，我太激动了！”说这话时，已
换上退伍服装的朱谊朗眨了眨眼，欲将正在眼眶中
打转的眼泪憋回去。

据了解，像这种集体生日宴会，他们每个月都
会举办一次。而24日这天，就有7名即将退伍的老
兵和5名新战士过生日。在中队干部的安排下，12
名战士围坐一起，依次接受支队领导送上的生日

“礼帽”和祝福。
不久前，支队还发出通知，要求在老兵中深入

开展一次“大谈心”、组织老兵进行一次体检、帮老
兵向家乡民政部门或机关单位写一封就业推荐信、
为老兵制作一张军旅生涯光碟等“十件暖心事”活
动。各中队还为即将退伍的老兵们开展了电脑等
课程的技能培训。

老兵们也不含糊，按照平日里养成的作风和习
惯，首先向留队战友们写下了挑战书、倡议书等，通
过最后一次整理内务、最后一次擦拭枪支、最后一
次站岗执勤等方式，向所在部队交出了一份份合格
答卷。“一想到是最后一次，我们做得比任何时候都
认真。”老兵们感慨万千。

“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我们用热血浇出了一
腔正义，用青春铸造了人生的辉煌。”李兴乙代表全
体退伍老兵表态：“回到家乡，决不辜负首长的殷切
希望。”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武警达州市支队370名老兵泪别军营
□周晓辉 陈家劲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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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好人�好事�好家庭 武思坤在检验骨骸

留队战士为欢送车辆戴大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