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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晚上，市公安局顺河分局
门口，当押解 22年前命案逃犯杨某的民
警出现时，等候已久的民警和群众爆发
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1995 年，漯河老大桥发生一起命
案。22 年来，办案民警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是追捕嫌犯、擒获真凶的脚步从
未停下……

酒后发生口角 持砖砸死人

1995年5月24日凌晨2时许，两名男
子酒后驾乘摩托车途经市区交通路老大
桥南坡时，与两名行人发生口角。两人
年轻气盛，与两名行人厮打起来。厮打
中，驾乘摩托车的两名男子，手持砖块
将行人闫某头部砸伤致其死亡。随后，
两人骑乘摩托车逃离现场。

“杀人啦！”一件琐事瞬间演变为一
起命案，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市区。

案发不久，原源汇公安分局第一时
间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展开侦查。

很快，民警锁定犯罪嫌疑人为郭某
和杨某。案发时，嫌疑人杨某才22岁。

“唉，那时候还是太年轻、太冲动，
现在是该为年轻时犯下的错买单了。”22
年后落网的杨某，回忆当年的所作所为
时，后悔不已。

隐姓埋名 在杭州买车送货

案发后，郭某和杨某一商量，分头
逃亡。

杨某先后逃到郑州、新乡、深圳、
太原等地躲藏，后来又化名董某到上海
打工。打工期间，杨某认识了一名江西
籍女子。两人结婚后，杨某和妻子在杭
州安了家。女儿出生后，杨某用多年打
工的积蓄买了一辆货车，帮人送货。

郭某、杨某在逃亡，警方则一直在
追逃，多次组织警力对两人进行抓捕。

2010年，犯罪嫌疑人郭某落网，后
被判刑。但是，杨某一直杳无音信。

提心吊胆 受委屈也不敢吭声

虽然生活上衣食无忧，但是逃犯的
身份一直像一块巨石，压在杨某心头。

多年来，杨某提心吊胆，小心翼
翼，见人说话也是谨小慎微。因为 22年
前与人争执、发生口角酿出惨案，所
以这 22 年来，杨某再也不敢与人争执，
即使受了委屈，也不敢吭声。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他不敢向妻子
和女儿说出真相，甚至为了防止酒后吐
真言， 他平日里从不喝酒，只有大年三
十晚上吃团圆饭时才敢小酌几杯。

“这些年，开车从不敢违章，害怕一
违章碰见警察，我的真实身份就暴露
了。”杨某说，为了隐藏好身份，他与老
家断绝了联系，不敢带妻子、女儿回家
看望父母。

22年来 警方从未放弃追捕

后来，市公安局进行体制改革，案
件的追捕工作，交由市公安局顺河分局
办理。市公安局顺河分局民警，一直没
有放弃对杨某的追捕。民警对杨某的所
有社会关系一一排查，并多次赶到杨某
可能藏身的地点，足迹遍布全国十多个
省市，但均无功而返。

2017年9月底，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再
次对杨某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走访排查
时，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杨某目前在
杭州市生活。

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党委对此高度重
视，局长栗魁立即组织案件侦办大队大
队长穆润红、副大队长周军等人成立抓
捕专班，前往杭州开展工作。

民警赶到杭州后，经过连续多日的
排查，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终于
摸清了杨某的详细住址。

由于杨某在逃亡期间已娶妻生女，
其女儿今年刚满8岁，为避免入户抓捕对
其年幼女儿带来影响，民警决定在其住
宅小区附近守候，趁其独自外出时将其
抓获。

10月 20日 6点 10分左右，杨某出了
门，准备开车去送货。已经守候了一夜
的抓捕民警，冲上前去将其抓获。

“杨×，我们是漯河来的！”穆润红说
出一句漯河话后，还想挣扎的杨某顿时
愣住了。

沉默几秒钟后，杨某说：“能抽支烟
吗？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在找我。”

说完，杨某伸出双手，一副冰冷的
手铐戴了上去。

将杨某带上警车后，穆润红等人马
不停蹄地从杭州驱车返漯。10月 20日晚
上7点30分，奔波900多公里后，警车驶
进了市公安局顺河分局。

“追了他22年，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
了地，给受害人总算有了个交代。”穆润
红说。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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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10月 31日凌晨 1时许，家住市
区汉江路的陈女士，合上手中的书
准备睡觉，短信提示音却不断响
起，她的手机在一分钟里收到了十
几条短信，且全是注册一个网站的
短信验证码！这让陈女士疑惑，又
让她担忧信息安全。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10月31日，记者进行了调查。

市民：突然收到验证短信

10月 31日凌晨 1时许，陈女士
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听是
短信提示音，陈女士想着早上醒了
再看。谁知道，短信提示音响了又
响。“我拿起手机一看，是十几条来
自‘陌陌科技’的短信，全是注册
陌陌账号的验证码。”陈女士说，她
从来没有申请过什么陌陌账号，感
觉是有人故意骚扰她，就把手机关
掉睡觉了。没想到早上7点，她打开
手机又收到了四条同样内容的短信。

“我一开机，短信提示音又不停
地响，又进来四条短信。”陈女士
说，半夜被莫名其妙的短信骚扰是
小事，她最担心的是绑定手机支付
的银行卡信息泄露，造成财产损失。

10月 31日中午，记者看到了陈
女士的手机，发现里面确有十几条
内容一样的验证码短信，发送者自
称“陌陌科技”，并称“用于绑定手
机 ，请勿告知他人”，“如有疑问请
联系客服”。

运营商：某些网站推销行为

得知陈女士的遭遇后，记者拨
打了运营商的客服电话。

“很多客户曾向我们反映类似问

题。这是一些网站搞的宣传活动，
是想让更多的人使用他们的网站。
他们会不定时地向某个群体的用户
推送类似验证码短信来引起注意。”
客服人员说。

客户的银行账户有危险吗？客
服人员说，一般情况下没有安全隐
患。收到短信不用管它。不要点击
短信提供的网址，以防被恶意扣
费。如果不想接收这种短信，可以
申请屏蔽。随后，客服人员发给记
者一条如何屏蔽此类信息的短信。

客服人员还说：“这种验证码短
信是某些网站的行为，与运营商无
关。”

河南澜业律师事务所李凯律师
说：“生活中，我经常遇到这种咨
询。我的建议是向工信部官方网站
投诉，要求他们查明这是通过哪种
渠道传播的短信，惩治违法行为，
加强监管。虽然报警也不太好处
理，但受害人也可向公安机关反映
情况。”

1995年5月，市区交通路发生一起命案

不懈追凶22年 最后一名嫌犯落网
深夜手机不停叫
竟是骚扰短信到

1010月月2020日晚日晚，，杨某被民警押解回漯杨某被民警押解回漯。。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淇

10月 31日，家住市区祁山路的
刘女士向记者反映，祁山路与海河
路交叉口有一块允许掉头的交通指

示牌朝向不对。
10月 30日，刘女士开着车，由

北向南行至祁山路与海河路交叉
口，进入左转车道，打算不过路口
直接掉头。“我在路口等待时没有看
到允许掉头的指示牌，就跟着前面
的车左转了。”刘女士说，当时要去
的地方就在交叉口附近，一掉头就
到了，但当时没有看到可以掉头的
指示牌，她就没有掉头，而是又转
了一圈才到。

10月 31日，刘女士再次经过祁
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时，发现此处
有允许掉头的指示牌，但指示牌的
朝向不对。“允许掉头的指示牌面朝
西，不是面朝北，之前经过时并没
有看到。”刘女士说。

记者来到祁山路与海河路交叉
口，见路口北边的允许掉头指示
牌，确实面朝西。“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调整一下。”刘女士说。

市区祁山路一个允许掉头交通指示牌

本该面朝北 它却脸朝西

陈女士收到的短信陈女士收到的短信。。 手机截屏手机截屏

允许掉头的交通指示牌朝向不对允许掉头的交通指示牌朝向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