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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了，我跟你们走。”和其他抓捕
现场不一样，夏正跃没有任何反抗。

10月11日，当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交警
大队的民警出现在云南省个旧市老厂镇的大
街上时，穿着灰色夹克、留着八字胡的中年
男子夏正跃正坐在临街的马路上。“你知道
我们是哪里的吗？”民警的这一句话让逃跑
了15年的夏正跃一下站了起来，伸出双手。

2001年1月30日，夏正跃无证驾驶大货
车载人，翻下十多米深的山沟中，造成34人
死亡39人受伤的特别重大交通事故，震惊全
国。

“又害怕又期待，害怕不知道将面对什
么惩罚，期待终于可以回家了。”夏正跃说。

与世隔绝的逃跑生活

2001年农历大年初七，夏正跃驾驶着一
辆二手东风牌货车，在贵州省盘县鸡场坪乡
的一条临崖山路上行驶着。伴随着“砰”的
一声巨响，夏正跃感到刹车失灵，不受控制
的大货车坠入山谷。

滚烫的机油滴落到夏正跃的身上，使得
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用力推开车门，爬出驾
驶室，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到处都是
血。”

“人太多了，救不过来。”夏正跃回忆
道，当时自己手脚发抖，踉跄着从车里拖出
四五个伤者。“我去报警。”是夏正跃对周围
正在相互施救村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他消失在夜色中。
“惹出大事了！”夏正跃说，自己一边念

叨一边哆嗦，脑子一片空白。因为害怕承担
责任，夏正跃揣着兜里仅有的120元钱开始
了没有目的地的逃跑生活。

为了隐蔽，夏正跃选择了偏僻无人的山
间小路走。大约17个小时后，第二天早上6
点，他走出了贵州省界，进入云南省。

在云南境内的一个火车小站，夏正跃摸
上了一列开往曲靖的短途火车。这也是他15
年来，唯一一次坐火车的经历。随后，他搭
上了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
市的汽车，到达个旧后他又走到了距市区23
公里的卡房镇，“就想去小地方，人少。”

作为一个外来人，夏正跃不敢去租房

子，而是跑到了不远处的山上，找来几块石
棉瓦，搭建了一个临时住处，没有电，没有
水。

个旧是著名的“锡都”，开采锡矿的历
史约有2000年，是中国最大的产锡基地。夏
正跃隐姓埋名，去矿上打零工生存，随时注
意隐藏在山间。

夏正跃说，那时干完活领不到工钱是常
有的事，有时还会被暴打一顿，“没有身
份”的夏正跃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不敢惹
事，怕被警察发现。”

夏正跃曾在大街上花5元钱办了一张名
叫“康建”假身份证，直到被警察逮捕时，
这张假身份证依然带在身上。夏正跃说，这
张身份证相当于一张废纸，怕露馅，15年来
从不敢拿出来。

为了掩饰身份，夏正跃学会了说当地方
言。他不敢住旅店，不敢用身份证乘车，不
敢用手机，阻断了所有联系。

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在夏正跃看来，逃跑的15年间，自己活
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只要一闭上眼睛，车
祸现场满地鲜血的场景就立即出现在眼前。

“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夏正跃说。
夏正跃时常梦见自己被警察抓捕，常常

在半夜惊醒，然后睁眼望到天亮。长时间的
失眠，夏正跃的视力越来越差，戴上了眼
镜。

“小眼镜”渐渐成为夏正跃的名字，“没
人真正在乎我叫什么名字。”15年来，夏正
跃不敢结交一个朋友，不敢和别人聊天，甚
至只要知道身边有老家口音的人出现，他就
会立马放弃工作，重新选择去另外一个乡
镇，同样找一个偏僻的山沟，用几片石棉瓦
再搭建一个临时住处。

这样的生活夏正跃过了13年。在逃跑的
最后两年，因为矿场效益下滑，零工的生计
已经很难维持，他搬离了山上的窝棚，在当
地村民家里以每月 50 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民
房，继续打零工过日子。

每年春节，当听到远处的鞭炮声，夏正
跃会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上不能养
老，下不能管小，从来没有一点快乐时光。”

夏正跃坦言：“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
绝对不会逃跑，一定坦然面对。”

15年接力追逃路

15年来，贵州六盘水警方一直没有停止
追逃的脚步。

“当年经办此事的民警有的退休了，有
的调走了，连交警大队大队长也已经换了4
任。”盘县交警大队大队长朱家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为给死者和伤者家属一个交
代，我们从没放弃追逃。”

朱家祥说，十几年来，民警们一直利用
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到村子里蹲点，但
一直没见到嫌疑人的踪影，警方还公告重金
奖励线人，但依然没有结果。

在朱家祥看来，追逃夏正跃最大的难点
在于他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来不用
手机，从来不用身份证，从没有与家里人联
系过，即使母亲去世，民警蹲守了好几天，
也没有见到他回家。

2015年，民警获得了夏正跃妻子的手机
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希望通过她找到夏正
跃。办案民警通过数据分析，追踪夏正跃妻
子的手机信号和身份证信息，但没有收集到
任何有用的信息。后来，夏正跃妻子的手机
信号消失，让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今年年初，一辆微型面包车通过夏正跃
妻子身份证办理落户的信息，让事件出现了
转机。民警立即动身前往云南省个旧市，与
当地警方取得联系，根据路网监控系统发
现，这辆车多次出现在个旧市老厂镇。

通过路口监控设备拍摄的照片比对发
现，夏正跃的妻子驾驶该面包车出现在了监
控镜头里，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40岁左
右的男性。警方随后通过比对，确认该男子
就是夏正跃，随后盘县警方与个旧警方联合
成功抓捕。

夏正跃用“高兴”来形容被抓捕时的感
受，“内心很平静，压在身上的巨石落地
了。”在夏正跃看来，能被警察抓捕是最好
的结局。

在看守所的第一晚，夏正跃睡了15年来
最安稳的一个觉，“睡了三四个小时”。

据《中国青年报》

早前，中国留学生家长在耶鲁大学种
菜，将学校里的荒地开垦成菜田，引来网友
纷纷点赞。而在浙江宁波，也同样有一片由
荒地“变身”的校园农场。10月16日，宁波
诺丁汉大学的“农场”开张了，农场约500
平方米，土地出租的盈利皆用于公益。

师生开垦荒地建农场

宁波诺丁汉大学新开辟的“农场”，之
前是一片空旷的荒地，长年闲置。如今，该
校对闲置地进行开垦与整修，分成若干块开
放出租，鼓励蔬果种植。

据了解，该农场土地出租的盈利都会用
于公益。农场地块的价格也很“接地气”，
一平方米半年的租价为100元，一平方米以
上半年的租价为80元。

10 月 16 日，宁波诺丁汉大学“公益农
场”正式启动，申请人不光有老师、学生和
社团组织，还有附近居民。很多人都有备而
来，不仅带来了锄头、铲子等农具，也带来
了蔬果种子，动手开垦土地，播撒种子，体
验了一把当“农夫”的感觉。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语言中心的8位老
师此次申请了20平方米的地块。“如今生活
在城市的人们都离土地很远，而自己种植蔬
果则可以帮助我们回归质朴。”英语语言中
心老师赵靓说。

农场盈利将用于公益

此外，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环境科学专业
也租用了70平方米的地块用于科研，也有学
生租用土地用于智能农场研究。

说到“公益农场”的未来计划，负责该
项目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陈孟晗说，我们
打算在不久后开展“最美农场评选”，获奖
的“农夫”可以免除租金，无偿使用我们的

土地。
“除此之外，在农场的二期建设里，我

们打算在农场旁增添桌椅，让它成为一个公
共休闲区域。在这里大家可以分享种植技
巧，也可以开展一些种植成果的义卖活
动。”陈孟晗说，农场遵循公益理念，所有
盈利将用于为残疾学生、贫困学生等弱势群
体设立奖学金。

据中新网

蔡某无照经营饭店，遇到执法部门查抄时
抗拒执法，采取撞墙、喊叫等方式阻碍执法人
员，并将前来劝阻的民警咬伤。10月16日上
午记者获悉，蔡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提起公
诉。目前，北京市顺义法院已受理此案。

据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6月21日11时
许，在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顺义区城管、食
药、工商、派出所等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对
被告人蔡某在该处无照经营的饭店进行查抄、
清整。被告人蔡某通过撞墙、喊叫等方式阻碍
执法人员执法，并将前来劝阻的派出所民警冯
某的左臂咬伤。经鉴定，冯某身体所受损伤构
成轻微伤。被告人蔡某后被查获。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暴力抗拒执
法，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
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犯罪事实清楚，应当以妨
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中新网

交通肇事逃逸15年后被抓获，他说——

“15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宁波一大学开“公益农场”
师生“垦荒”种菜当“农夫”

北京

无照商家抗拒执法
咬伤民警被公诉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公益农场公益农场”。”。

开米线店的王先生，花了2万余元，从一
名顾客手里买下300多枚“民国银圆”，本想
转手净赚几万元，不料却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
的骗局，被骗走2万余元。云南省绥江县警方
近日侦破了一起利用假银圆诈骗的案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2名。

9月中旬的一天，在绥江开米线店的王先
生店里，来了一位男顾客，而男子付账时掏出
来的“钱”却把王先生看傻了。

“这是两枚‘民国银圆’，看起来有点旧，
但是价值却大得很，一枚要值好几十元。这是
我在帮别人修房子时挖到的，有好几百枚，准
备拿来卖给收藏古董的人。”男子称，他身上
没带别的钱，只有“银圆”。

当时，王先生还不知“银圆”真假，就让
对方拿了一枚“银圆”来抵一碗米线的账。

几天后，王先生的店里再次来了一位不速
之客。男子大概50多岁，衣着得体。男子自
称是一个古董商人，并问王先生是否有银圆、
老币之类的东西，自己愿意高价收购。

王先生想起前几天有顾客拿了一枚“银
圆”抵账，就将那枚“银圆”拿了出来。男子
拿到手里把玩了一下说：“这是枚民国时期的

‘银圆’，现在能值五六十元。”男子问王先生
愿意卖不，王先生不愿卖，男子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古董商人”又找到王先生
要求将那枚“银圆”卖给他，并加价到了200
元，还给王先生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并称有多
少收购多少，如果有务必与他联系。

又过了几日，那名用“银圆”抵账的男子
再次出现。王先生立即迎上去，问他手上还有
没有“银圆”。这名男子说自己还有300多枚
相同的“银圆”，正准备找人收。王先生立即
表示愿意收购。最终，王先生以20008元从男
子手中收购了365枚“民国银圆”。

第二天，王先生给那位“古董商人”打电
话，可是电话不通。他把“银圆”冲洗后发觉
里面是黄颜色的，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对此，警方初步认定该案件是同一团伙所
为，10月8日，绥江警方将来自贵州的犯罪嫌
疑人潘某某和雷某某抓获，并当场查获作案用
的假银圆1000余枚。

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晚综

云南

顾客用“银圆”买饭
骗店主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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