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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报警，

监控录像中现贼影

那某的落网源于历下警方
“亲民警务”开展的“小案零容忍”
行动。

2011年10月20日下午，解放
路一居民楼三层的金女士家中被
盗，万元现金、笔记本电脑、金项
链、手表以及烟酒、茶叶等物品不
知去向，总价值3万余元。

金女士的居住地是一处开放
式小区，小区各楼缺少传达、门
禁，更别说监控设备了。

不过，解放路派出所、历下公
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通过现场
东侧一银行网点的监控发现，一名
骑着红色踏板摩托的中年男子形
迹可疑。

“他空手进小区，离开时手里
拎着不少东西，前后相隔21分钟。”
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庆军说，有
了精确时间和嫌疑人体貌特征，他
们通过沿线14家单位的21个监控
探头，确定了嫌疑人在历下区作
案、逃跑时的路线。

一个月后，历下警方经过大
量走访调查，最终锁定了暂住天
桥区联四路附近一开放式小区的
那某。

一枚指纹

鞋印牵出的大盗

那某是如何现形的呢？
蹲守了近八小时后，2011年11

月30日晚历下警方将那某抓获，并

在其暂住屋内查获笔记本电脑、手
机、现金、首饰等大量赃物，“家里
的东西差不多都是偷来的”。

起初，那某交代：他来济半年
在省城各区作案50余起。可通过
提取那某指纹、鞋印，民警发现他
并没有说实话。

历下刑警技术中队的民警介
绍，截至去年10月份，仅通过现场
痕迹物证，他们就成功串并案件
27起。

10月20日金女士家被盗，现
场遗痕显示，此案与之前的多起
入室盗窃案是同一人所为。

面对事实，那某供述：自2004
年以来，他在历下、市中、天桥、槐
荫、历城五区入室盗窃千余起。

“在市局刑警支队的帮助下，
我们调取了2004年至今全市发生
的3万余起入室盗窃案的材料。”
历下刑警大队大队长朱玉杰说，
通过现场痕迹物证、作案手段等
方面的比对，目前已查实并辨认
现场892起。

开放小区，

“黎叔”眼中的“香饽饽”

那某向警方供述，他2004年
入贼道，前两年摸索中作案不多。
而从2008年开始至2011年四年
间，轻车熟路的他“差不多每天一
起”，多时甚至一天四五起。

那某为何能屡屡得手？其实，
这与他选择的作案对象有关。

“他专门选择开放式小区下
手。”朱玉杰告诉记者，省城各开
放式小区大多没有监控和传达、

单元门缺少门禁，邻里间缺乏安
全防范意识，便于那某得手；更重
要的是，居民使用的普遍是老式
的栅栏式防盗门，好撬易开。

除此，那某在作案时间的选
择上也很狡猾，就是与上班族的
作息时间一致。

“这样，他作案时不会轻易遇
到受害人；另一方面，等受害人下
班回家发现被盗再报警时，他早
已离开现场，给警方破案带来不
小的难度。”

还失物，

失主竟把民警当骗子

“那某落网，仅仅是我们工作
的开始。”历下刑警大队大队长朱
玉杰说，为帮受害人追回赃物，民
警们颇费周折。

根据那某指认，历下警方将收
赃人孙某抓获，当场缴获了那某近
期来此销赃的40台笔记本电脑。

尽管对于这些电脑的来路那
某“从来没说”，心知肚明的孙某也

“从来没问”，并且从不索要发票。
“这些电脑，有的被格式化，

有的受害人因搬迁、换号无法联
系。”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庆军
说，在一台追缴的笔记本电脑内，
他发现了50多个QQ号并逐一加
为好友，“因为肯定有一个是失主
的”。

谁想，当杨庆军好不容易确
定了失主陈某并向他表明身份时，
对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骗子”，“随
后，他就将我拉进了黑名单”。

杨庆军没有放弃，又通过多
种方式给陈某留言，“后来，陈某终
于回复我。可他仍不放心，还让我留
下了姓名和所里的电话以便查实。”

最终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这40台笔记本电脑已有30多
台找到了失主。

有前科的打工仔

那某的“潜伏”生涯是从他2004年
来济时开始的，这是他第二次来济。

那某，41岁，老家在黑龙江伊春。
小学毕业后，他一直无业，后来才

有幸成为当地木器厂的一名工人。可
两年后，那某因盗窃木材而被当地警
方少年管教两年。

1987年，出狱“想换换环境”的那
某第一次跑到了与伊春相隔千里的济
南，投奔了在此做生意的姐姐。

在姐姐的帮助下，那某考取了驾
照。他又回老家干了一年多的出租车
司机，也给别人兼职开车。

2004年，那某再次返济，并开了
一家小饭店。

不过，饭店的生意不景气。“干什么
都不赚钱”的那某在寻思“怎么才能来
钱快”时，一男子徐某为其指点了迷津。

转行的饭店老板

徐某，老家吉林，也在济打工。他
是那某在开饭店时认识的，算是老乡
兼牌友。

一次聊天中，徐某对那某低语，让
他有空儿来找自己玩。

“徐某所说的玩，就是入室盗窃。”
解放路派出所民警侯振东揭秘。

那某也回忆，他记不清第一次跟
徐某是在哪里“玩”的，只记得开始有
些紧张，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发财”
的捷径。

对于这份既不累又来钱快的“新
工作”，转行的那某一改对待前几份差
事的“虎头蛇尾”，决定以偷为生的他
苦心钻研起“业务”来。

“就拿撬锁工具来说，那某一般有
两种。”侯振东告诉记者，那都是他购
来电手磨、电焊机自制的，“一种十字
花，一种是平口的”。

后来，那某还特意找电焊部按自
己的要求打制了一根能掖在怀里的短
撬棍，因为他发现“有些老式防盗门破
坏了锁芯后仍难打开”。

图“吉利”的独行盗

那某供述，2 0 0 4 年至今，除去
2006年、2007年他曾回老家躲风头外，
在济六年间，自己针对省城各开放式
小区入室行窃千余起。

“他的贼迹几乎遍及省城五区。”
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庆军说，每个
区，那某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窃路
线，“像历下区，他一般先到菜市新村、

泺河小区；后由北向南，明湖、长
盛、青后、棋盘；最终向东到燕山、
甸柳小区结束”。

至于每天选择哪条线路，那
某告诉记者，那完全凭自己出门
时的感觉。

刚入行，那某曾与“师傅”徐
某联手。后来，因嫌徐某下手不利
索，感觉不吉利的他就“踹”开了
对方。

“那某还对某品牌的红色踏
板摩托情有独钟。”解放路派出所
副所长杨庆军说，那某多次骑红
摩托行窃，一直比较顺利。所以他
虽曾换过两辆二手摩托，但均是
该品牌此型号，就连颜色也是红
色。

“所谓的感觉，不过是他的一
种自我心理安慰。”其实，民警最
终锁定那某的线索之一，恰恰就
是现场周边这辆多次出现的红摩
托。

狡猾的“小孟”

《潜伏》中，余则成不仅低调，
对外一直是假身份，真实身份只
有他老婆知道。而从2004年来济
后，那某也十分低调，还用起了化

名。
2011年11月30日晚，直到民

警抓获那某并去他的暂住地调查
时，周围邻居才得知这个不爱说
话、有礼貌的男人居然是个贼。

“每次出门行窃时，他都穿得
很整洁，让人看不出破绽来。”办
案民警侯振东说，那某也知道自
己的红色摩托车无牌无证，所以
看到交警他每次都远远地绕行躲
避，“实在躲不开就加速冲过去”。

“从2004年二度来济开始，
那某对外自称小孟。”杨庆军说，
2006年，在济南警方针对入室盗
窃的一次专项打击中，那某的“师
傅”徐某落网。

这时，徐某才发现自己对徒
弟“小孟”知之甚少，那某也得以
回老家躲过了风头。

不仅徐某，其他在济与那某
亲近的人都不知其真名，以为他
就叫“小孟”，“而知道他真名的人
却都远在黑龙江伊春”。

自负的“黎叔”

在济六年的“潜伏”生涯，那
某也多次遇“险”，但他都成功脱
身。

这里面，除了那某对省城各
开放式小区的熟悉外，也部分得
益于他那自负的心理。

2009年12月底，那某在北关
北路附近一居民楼五层行窃，下
楼时正巧与五楼的住户打个照
面。

对方感觉可疑就拦住了他，
那某十分镇定，借口“自己是301
室的租住户，临时搬家”。

在警方提供的一段视频上，
记者也看到，进入省城一开放式
小区行窃的那某毫不慌张，就像
前来串门的邻居。

“他不感觉做贼可耻，反觉得
这是一种职业。”杨庆军与那某交
流后得知，那某甚至还有一种“没
贼哪来警察”的想法，这种自负的
想法最终也让他自食其果。

去年11月30日晚，得知那某
住处后，杨庆军带领便衣民警前
去暗访，恰巧与下楼的那某不期
而遇。

“他站在过道处，抱着胳膊看
我们上楼。”后来，杨庆军得知，自
负的那某觉得他们“不地道”，以
为是同行。

最终，那某一句东北口音的
“干啥”让他露了馅。

“我只撬老式防盗门。”那某现场演
示：通过栅栏，他会先确认防盗门是否反
锁。然后，他再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将防盗
门及里面的木门先后用扭锁芯的方式撬
开。

除了老式防盗门好撬易开的原因，
那某在防盗门的问题上也有深刻的教
训。

那某在天桥区的暂住地，也是一处
开放式小区。四楼三户，与东西两户陈旧

的老防盗门相比，最中间的一扇全封闭
防盗门十分扎眼。

“一开始，他家的门也是老式防盗
门。”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庆军说。

2008年，那某有一次行窃得手后，就将赃
物先放回了家。

结果饭后归来，那某哭笑不得：自己
的贼窝竟遭遇同行洗劫，他不敢报警，就
换了这么个新式防盗门。自此，“大水冲
了龙王庙”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

监控录像觅贼踪 指纹鞋印揪大盗

济南“黎叔”落网记
本报记者 尉伟 通讯员 许树强 邹宁

“他是贼！？”2011年11月30日晚，省城联四路附近一居民楼四层出租屋内，当众邻居面对不期而至

的民警半信半疑时，有济南“福尔摩斯”之称的历下刑警技术中队副中队长刘德营却抬手一翻房主

的旅游鞋：“没错，就是他！”由此，牵出了一个在济潜伏六年、入室行窃达千余起的“黎叔”：那某。

在济从不用真名 竟说无贼何来警

看看“黎叔”主演 的贼版潜伏剧
本报记者 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他，独自一人入室行窃千余起，堪称省城“黎叔”；他，在济六年，隐
姓埋名、低调地学着余则成上演了一出贼版的“潜伏”剧。最终，再狡猾
的狐狸也躲避不了好猎手的追捕。

家中曾被同行盗 心中也有三不偷

“黎叔”讲贼经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如果单元有门禁，我就不会下手。”

那某十分“谨慎”：他选择作案时间都在
白天居民上班时。如果单元门禁关闭，他
进入居民楼就要颇费一番周折，也会容
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般选择三楼作案，他也有自己的
小算盘。”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庆军分
析，那某曾向民警供述，如果入室行窃

时，主人突然返家，他就打算通过窗户顺
着楼外的排水管下滑逃脱，“显然，他不
可能选择更高的楼层，那样逃脱时就会
有风险。

“如果遇到窗户上有防盗网咋办？”

民警曾问，那某也坦言：自己从未遇到
过，因为二楼以上安装防盗网的居民并
不多。

“应该就是这里。”在历下区菜市新
村小区内，车内的那某指了指路西，“没
错，我记得这里没有传达”。

路西，是一栋五层居民楼。虽然一堵
围墙令该楼单独成院，但由于院门缺少
铁门及传达室，院墙形同虚设。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楼北邻也是一
栋独立成院的居民楼，从外表看要更新

一些。
“为什么不偷那栋楼？”面对记者的

疑问，那某却摇摇头，“那个有看门的”，
虽然那看门人只是个老大爷。

那某解释：没有传达 、门卫 ，他进
出居民楼更加容易 ；即使作案时被人
发现，逃跑时也比较便利，不会有人阻
拦。

“黎叔”那某在济潜伏六年行窃千余起，贼迹几乎遍及省城五区各大开

放式小区。可是，对于“见啥偷啥”的那某来说，他心中也有“三不偷”。

日前，记者跟随民警与那某一起回菜市新村指认现场，听他讲述了一

次在此的作案经过及如何防盗。

“有传达的”不偷

“有门禁的”不偷

“新式防盗门的”不偷

■引以为戒■

在济潜伏 六年多作案千余起

小小小案案案揪 出“大盗”
济济济南南南“““黎黎黎 叔”栽了起起

“黎叔”演示如何打开老式防盗门。 尉伟 摄

涉案金额
多达二百余万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尉伟
通讯员 许树强 邹宁) 1月12
日，历下警方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
成功侦破了一起新中国以来全省
罕见的特大系列入室盗窃案，犯罪
嫌疑人那某自2004年开始，在济六
年贼迹遍布省城各区的开放式小

区，供述作案1360余起，目前查
实892起，涉案金额多达200

余万元。
据介绍，那某，

41岁，老家黑龙江伊春。而那某供
述，从2004年开始至今，除去2006
年、2007年他回老家两年外，在济
南的六年中，他针对省城各开放式
小区安全防范设施、居民防盗意识
薄弱的特点，入室行窃1360余起。

目前，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核
实那某供述的1360多起案件。

1月12日，警方对追回的部分失
物向寻找到的失主进行了返还。

缴缴获获的的作作案案工工具具和和
部部分分赃赃物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中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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