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人朱某刚的胃里，有一片长约三四

厘米的刀片，那是几年前他自己吞下

去的。吞食之前他用胶布对刀片进行了包裹，以

防划伤食道和胃壁。

作为一个扒窃惯犯，过去几年朱某刚进了好

几回派出所，但自从有了体内异物这个“护身

符”，他始终没能被看守所收押。顶多 24 小时，

朱某刚又能大摇大摆地从派出所走出去。

普通人也许会觉得惊悚，不过，用吞食金属

异物的方法来钻法律的空子以达到逃避惩罚的

目的，在部分长期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人群中并

不少见。一直以来，相关人员“收押难”的问题也

困扰着各地办案民警。

2022 年 1 月，朱某刚再次因扒窃行为被抓

获。那时他从外地回到长春不久，本以为按照

“老套路”，自己还能顺利脱罪。可进了讯问室，

民警一句话，朱某刚就感觉到“变天了”，“肚子里

的刀片不管你是取还是不取，这次我们都会一直

把你送到法院受审”。

“肚子里有东西”

在长春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有 20 多位民警

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全市各条公交线路上

度过的。反扒，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

然而此前很长时间，无论民警如何起早贪黑

抓扒手，实际起到的治安效果却不明显：老百姓

始终没觉得身边小偷小摸的人少了。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不少犯罪嫌疑人肚子里

有东西，根据现有法律规定难以轻易收押。”长

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支队二大队教导

员马海利的主要工作是打击全市范围内扒窃犯

罪行为，他口中的“肚子里有东西”，指的就是像

朱某刚一样的惯犯在作案前蓄意吞食的钥匙、钉

子、刀片、铁签之类的异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

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措施后，应当立即将被

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

人犯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的不予收押，但

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性的除外。

看守所条例相关规定本是人性化的法律制

度设计，却被违法犯罪人员作为了逃避收押的

“法宝”。

一方面，公安民警办案，很难在 24 小时内彻

底查清犯罪事实，完善证据链条，因此只有将嫌

疑人收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处置；另一方面，从

医学角度看，人的肠胃里有金属异物，就像是有

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它有可能一直不爆炸，也可

能突然间让肠胃穿孔，污染腹腔后引发腹膜炎，

还可能造成人体内脏大出血进而危及生命。再

加之吞食异物者多犯的是量刑不重的“小案”，绝

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派出

所民警只能将此类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予

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然而，嫌疑人一旦脱离强制监管，要么很快

又重操旧业，要么就设法换个地方跟公安机关

“躲猫猫”。

据马海利介绍，在长春，公交线路上的扒手九

成以上都是公交分局的“老熟人”，有的人已经被

抓过五六次了。“就因为他们体内有异物，反扒行

动陷入‘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的恶性循环，

对办案民警的心态也是一种打击。”马海利说。

在全国政法工作中，吞食异物的违法犯罪人

员收押难问题普遍存在。从已有报道看，2014

年，因部分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时吞食刀片、打

火机、钢钉等金属异物，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被当地看守所拒绝收押 4人次，次年上升至 12人

次；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一盗窃案中的被告人

在被民警逮捕之前吞刀片于体内，最终被当地看

守所拒绝收押。

2021年底，长春市公安局专门对过去一年发

生的侵犯财产的刑事案件进行了研判，结果显

示，截止到当年 12 月 16 日，全市共有 122 名盗

窃、吸毒嫌疑人利用吞食异物的办法，逃避公安

机关打击，涉及案件数 1269件。

作为对比，长春市当时每年发生的扒窃类案

件约 3000 起，这表明，该市侵财刑事案件呈现

“少数人”做了“多数案”的趋势。如果不能设法

让这些人受到应有的处罚，那么，无论反扒民警

多努力，大街小巷里的扒手永远都“抓不完”。

前方敢抓，后方敢收

每一次对体内有异物人员做出“拒绝收押”

决定时，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副所长张昊心里都很

纠结。不收，具体办案民警们此前的努力相当于

打了水漂；收了，真出事谁负责？

在我国，一般刑事案件要经过侦查、审查起

诉和审判三个阶段的流程。吞食异物的犯罪嫌

疑人有恃无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在办案过

程中的任何环节“炸弹”爆了，都将涉及到责任认

定问题。“说白了，无论是派出所、看守所还是检

察院、法院，此前面对这种状况都底气不足。”张

昊说。

针对上述收押痛点，2021年 12月下旬，长春

市公安局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腹内有异物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送押、收押和羁押

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及《关于

开展“亮剑收押”行动的实施方案》，明确要将吞

食异物的犯罪嫌疑人全部依法收押。

2022 年 1 月 7 日晚高峰，在公交站被长春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世纪大街地铁派出所的 4 名便

衣警察抓获时，朱某刚和同伙并未反抗。那会

儿是冬天，两名犯罪嫌疑人从头到脚捂得严严

实实，直到给他们戴上手铐，民警才发现碰到了

“老相识”：朱某刚的同伙因为盗窃，此前已被抓

过 4次。

不过那一次，民警的重点“关照”对象是“新

人”朱某刚。因为在外省流窜作案期间与诸多公

安民警打过交道，自认为经验丰富，刚被带到派

出所时，朱某刚态度很嚣张，既不承认犯罪事实，

还有意多次说起自己体内有刀片的事。

可惜朱某刚不知道，此时办案民警背后已有

了强大的靠山。

根据《通知》规定，办案过程中，办案单位需

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及其家属，不

论其体内是否有异物都要正常送押，以及针对此

类行为属刑罚从重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此外，

办案过程中需详细记载吞食异物的时间、种类、

数量、本人态度、后果告知等内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罪犯送押前如不同意手术取出异物，送

押后自行承担因吞食异物造成的一切风险，入监

后如继续有自伤自残的行为，造成的后果由本人

及家属承担一切责任。

在马海利看来，“体内的异物取不取都要被

羁押”的新规直接断了相关人员的后路，有助于

在案件侦查时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而对主要承

担了人犯羁押任务的看守所工作人员而言，按

《通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羁押

期间，因进一步自伤自残、消极抵抗或不配合治

疗、拒绝救治导致死亡，或看守所及时送医疗机

构救治，但救治无效死亡。死亡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罪犯的法定近亲属对看守所出具的死亡原

因有异议，经检察机关调查核实非监管原因造成

的，看守所依法不承担责任。“这无疑让我们少了

诸多后顾之忧。”张昊说。

前方敢办案，后方敢收人，将民警实际工作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尽量考虑后出台的新规，很快

就开始发挥作用。张昊记得，“亮剑收押”行动开展

后，到第三看守所的第一个体内有异物的盗窃犯罪

嫌疑人刚开始还有些“不信邪”，可一听张昊详细讲

了政策变化和异物留在体内的危险性后，一下就怂

了，随即同意手术取出此前吞下的刀片。

消失的扒手

长春市民张大姐在该市朝阳区桂林路市场

经营着一个小摊。时间长了，总在市场里偷顾客

手机的那几个扒手她全都认识了。此前因为常

有消费者反映购物时丢手机、钱包，市场管理方

报过警，警察也来蹲点抓过人。“可没几天，还是

那几个人，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说起这件事，

张大姐既无奈又不理解。

“亮剑收押”行动开展后，不少民警都憋足了

劲儿，要把自己此前亲手抓又亲手放了的犯罪嫌

疑人一举拿下。在朝阳分局，王某、麦某木等8名

体内有异物的扒窃类犯罪嫌疑人先后被重新抓捕

归案并顺利收押，这个长期在重庆路、桂林路各商

圈高频次作案的犯罪团伙就此消失。去年一整

年，张大姐都很少听说市场里有顾客被偷了东西。

因吞食金属异物屡次逃避强制戒毒的李某

听到风声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不时变换装

束、交通工具和居所，出门时还刻意躲避公共场

所监控探头。

二道分局金钱堡派出所民警通过技术研判

以及对此前与李某关系密切人员的走访摸排，确

定了他经常活动的区域，最终在去年 2月将他抓

获并送进强制隔离戒毒所。得知李某能强制戒

毒后，他的家人专门向办案民警表示了感谢，“毒

品毁了他，也毁了这个家，要不是你们抓住他，不

知道他还要这样过多久”。

也有人试图离开吉林躲避惩罚。2021 年 10

月，犯罪嫌疑人谭某广因多次盗窃手机被捕，但

由于经健康检查发现其体内有打火机等异物，被

看守所拒绝收押，随后变更为取保候审。过了不

久，谭某广就潜逃至广西。

去年 1月，当“从天而降”的长春市公安局新

区分局民警出现在谭某广面前时，他知道，自己

的“套路”不灵了。

接二连三的抓捕、收押行动最直接的效果是

让长春市民明显感到小偷小盗少了，不过对民警

而言，抓得快不代表案子也能办得快，把每一个

案子办实、办对同样是“亮剑收押”行动的要求。

将朱某刚送进看守所后，地铁派出所民警曾

先后 7次对他进行提审，但此人一直拒不供认犯

罪事实。按规定，缺少犯罪嫌疑人口供，相关证

据难以固定，会给办案带来难度。

这种情况下，办案民警转化思路，用审讯技

巧彻底攻破了朱某刚同伙的心理防线，由他指证

朱某刚确有盗窃行为，再加上抓捕现场辅助证

据、公交卡刷卡记录等资料，成功把朱某刚送上

了法庭。“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 8

个月。”马海利说。

取出“不定时炸弹”

50岁的张某鹏刚被送到长春市看守所时，隔

三岔五就会嚷嚷自己“肚子疼”。

张某鹏因少量贩毒被捕。由于是以贩养吸

的惯犯，几年前他吞下了两根长约 15 厘米的铁

签子。2022 年那次被抓，开始他既不同意手术，

被收押后还常“拿病说事”，企图给看守所民警施

加压力。

“根据在押人员此前的健康检查，看守所的

医生基本可以判断哪些疼是装的，哪些疼是真

的。”长春市看守所一监区管教大队长谢国彪从

事公安工作已有 20 多年，对嫌疑人惯用的套路

了解得很清楚，“要是假疼的，晾上两天，基本就

不吵了”。

不过，作为办案流程中“承上启下”的中转

站，看守所的作用显然不只是让犯罪嫌疑人有地

方待着。比如，在“亮剑收押”行动中，说服嫌疑

人接受手术取出异物的任务基本都是由看守所

工作人员完成的。

虽然根据《通知》精神，嫌疑人体内是否有异

物不再影响警方办案，但敦促在押人员自愿接受

手术依然意义重大。一来这可以确保人员羁押

及此后服刑期间的安全，二来也可以消弭违法犯

罪人员用异物构筑的“抵抗防线”，提高他们再次

违法的成本、降低犯罪再发生率。

然而，大多数狠得下心吞刀片、吞铁丝的人，

基本都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想要说服他们在

手术通知单上签字，难度极高。

谢国彪做基层管教民警期间，就与张某鹏打

过几次交道。在看守所再遇见，或许是希望其他

民警知道自己认识“领导”以得到照顾，张某鹏每

次见到谢国彪都会主动跟他说说话。

将计就计，那段时间谢国彪也常去跟张某鹏

聊天。他不聊别的，就把铁签子为什么已从“护

身符”变成“地雷”的道理讲给张某鹏听。

“肠胃蠕动不由人，要是签子哪天把胃壁扎

破了再手术，你就得遭两重罪。”

“这玩意儿总不能在体内留一辈子，等到出

去了你要想取出来，费用出得起吗？”

“就算你非要干这行，按现在的政策，铁签子

也真的保不了你了。”

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劝导，张某鹏终于同

意了做手术。

在长春市第一看守所，因盗窃被收押的唐某

东正在等待手术，取出体内长达 14厘米的铁丝。

从去年年初唐某东被收押起，管教民警郭宏

研一方面对其严格看管以防出现意外，另一方面

又常把自己的鸡蛋牛奶送给唐某东加强营养，定

期带他到医务室检查身体，并联合驻所医生给予

其健康指导。

几个月下来，原本经常吵监闹号的唐某东变

得愿意和郭宏研聊家常。得知唐某东妻子无业，

孩子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疾病，郭宏研以此劝说

他要靠干正经事负起家庭责任，成为妻儿的支

柱。亲情力量的“助攻”最终让唐某东改变了态

度，下决心取出铁丝。

医生杨晶已在长春市看守所一监区工作了

4 年，经她诊治过的吞食异物的犯罪嫌疑人有四

五十个。每次遇到民警带这样的人员来就诊，杨

晶都会从医学角度结合曾经有过的案例向其说

明腹中异物可能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和严重后

果。“医者仁心，就算是违法犯罪人员，我也不希

望他们以身体为代价来‘赎罪’。”杨晶说。

“在哪儿都别偷了”

最近，杨晶送走了一名一度让她非常头疼的

犯罪嫌疑人。因为体内有钉子，这名人犯刚到看

守所时，三天两头要求去医务室。杨晶每次检查

后说“没事”，他还会赖着不走，“削尖了脑袋想取

保候审”。

随着“亮剑收押”行动持续推进，渐渐地，杨

晶发现“钉子户”不来了，再见面，对方已经同意

手术取出异物。

在张昊看来，“亮剑收押”是一个先难后易的

过程。用吞食异物的方法来逃避法律制裁的人

群相对固定，很多人彼此间都有联系。“在外面的

听了‘同行’的经历，大多不敢再‘吃’了；在里面

的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手术，也渐渐会

放弃抵抗。”张昊说。

杨晶的“钉子户”就属于后一类。事实上，自

长春公安收押新政实施以来，杨晶明显感觉看守

所里转变态度的犯罪嫌疑人多了，不少人在取出

体内异物的同时，也取出了此前颇为坚定的“贼

心”，开始思考人生新的可能。

“以后别走回头路，这么年轻，出去后一定能

自食其力。”最后一次给“钉子户”做健康检查，杨

晶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和劝导。

截止到去年底，长春公安已将 152 名吞食异

物或以疾病为由逃避打击的违法犯罪人员依法

收押。“期间没有出现一例人犯伤亡事件。”长春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政秘科科长马卫民说：“这得

益于从上到下既能押敢押，又把工作做细、做全，

最大程度防范可能发生的意外。”

与过去相比，“特殊人群”被收押，事实上给

看守所、监狱以及办案民警都增加了不少的工作

量和压力。“不过，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嫌疑人，

让长春市类似民生小案越来越少，甚至让误入歧

途的人真正有心改过，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张昊说。

2022 年 10 月，刑满释放的朱某刚到地铁派

出所领取个人物品。见到办案民警，这个外形

“一看就不好惹”的壮汉第一次服了软，“我以后

再也不在长春偷东西了”。

“希望你以后在哪儿都别偷了。”民警接过话

头说。

从朱某刚这块“硬石头”身上，马海利看到了

“亮剑收押”行动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其他地区广

泛推广。“只有全国各地都对吞食异物的违法犯

罪人员‘零容忍’，他们的这枚‘护身符’才会彻底

失效。”

截止到目前，马海利和同事已经有 250 多天

未再接到全市关于公交车上失窃的警情。

特 稿6 2023年 1月 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罗筱晓

E－mail:grrbxxx@163.com

特稿172G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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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角力““ 吞金吞金 ””者者

“亮剑收押”行动开展后，长春公安在收押吞食异物的犯罪嫌疑人时有了更多底气。 受访者供图

通过手术从一名犯罪嫌疑人体内取出的金属异物。 受访者供图

河北临城县的看守所里，医生正对在押人员进行体检。 人民图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