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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狙击手生涯未发一枪，特警刘惠惠甫甫并并不不遗遗憾憾

希望永远不用
狙击手处警
文/本报记者 崔岩 片/本报记者 张中

百米外

射中矿泉水瓶盖
犹如置身一场没有终点的

马拉松比赛，刘惠甫每天都脚步
匆忙地穿梭于训练场和宿舍之
间。

大众化的脸庞，憨憨的神态，
刘惠甫很难让人将他与充满神秘
色彩的狙击手联系起来。“调整好
呼吸，心态要平稳，眼睛、准星、目
标‘三点一线’……”11月8日上
午，记者见到刘惠甫时，他正在给
队员纠正动作，如今他已经是一
名教员。

刘惠甫在济南陆军学院当了
13年的射击教官和狙击手，2006
年转业后进入济南公安特警支
队，担任狙击手。“一百米的距离
外，命中直径3厘米的目标，这是
作为狙击手最基本的精度。”100

米外命中直径三厘米的目标，相
当于100米远的距离需要打中一
个矿泉水瓶盖，平时训练，一个目
标只能射击一发子弹，“歹徒不可
能给你第二次机会。”

“一次训练，趴在雪地里三个
小时，一动不动，冰雪融化了，冰
雪和衣服冻在了一起。”刘惠甫回
忆说，这是训练最苦的一次。“早
晨看太阳，晚上看月亮，眼睛不能
眨，为的是执行任务时能长时间
举枪观察犯罪分子，一丝一毫不
能脱节。”

训练之初，刘惠甫经常数芝
麻，将数好数的芝麻掺进土里，然
后在规定时间内，将芝麻一粒粒
挑选出来。“锻炼狙击手的精力集
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91环打出

第一位“狙击枪王”

在狙击手眼中，狙击步枪是
有生命的。“把枪玩转了，也就成
狙击手了。”抚摸着狙击步枪，刘
惠甫充满了骄傲。

靠着这杆枪，2010年10月29
日，全国公安系统实战应用射击
比赛“100米狙击步枪”决赛，刘惠
甫以10发子弹91环成绩勇夺“狙
击枪王”称号。刘惠甫称，自己也
没想到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狙击
枪王”。

提起狙击手，很多人会联想
到好莱坞大片中的场面，“狙击手
漫长的等待过程，并不像表面看
上去那么平静与悠闲。”刘惠甫
说，他无法确知敌情在何时出现，
他只知道，在某一瞬间，他必须以
兔起鹘落般的快捷，去夺得决定
性的胜利。

“这种漫长与短暂，孤寂与激
烈的强烈反差，要求狙击手的心
理素质超乎常人。”从军人到警

察，刘惠甫当了十多年的狙击手。
这十几年间，他只在部队执行过
一次狙击任务——— 解救人质，但
那一次，他一枪未发，人质事件便
已顺利解决。

“和平年代嘛，虽然随时做好
准备，但用不上是好事。”刘惠甫
坦言，他并不遗憾，希望永远不用
派狙击手处理警务。

十二年

没跟妻子逛过街
与刘惠甫妻子李丽芝的聊天

有些匆忙，她现在是济南市福利
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天工作很
忙。

“他对工作，那没的说；对家
里几乎没管过。”说起刘惠甫，李
丽芝说，他们结婚近二十年了，丈
夫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回家很
少，有时半个月才回来一次，有时

半年才能见一次面。孩子刚懂事
那会儿，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有爸
爸，自己却没有爸爸，“都不知道
咋回答。”李丽芝心酸地告诉记
者，从2000年来到济南，夫妻俩
从没逛过一次街。“挺亏欠家人
的，孩子明年就高考了，从来没
管过。”提起家人，刘惠甫明显有
些底气不足，“等退了休好好弥
补他们。”

陈龙是刘惠甫带的第一批
徒弟。“刘老师给人的感觉，永远
是不瘟不火，笑呵呵的。”陈龙告
诉记者，刘惠甫过硬的本事让大
家佩服，狙击过程中，哪怕细微
的偏差他都能看出来，甚至能分
析出狙击时的心理。“师傅永远
乐呵呵的，把乐观豁达传给大
家。”徒弟邓颖接过话告诉记者，
师傅自己有事不说，可只要徒弟
们遇到事了，刘惠甫总会帮他们
解决。

对一名特警来说，44岁，体能方面或许已不占优势，但对一名专业狙击手来

讲，44岁正值盛年。

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直属大队一中队的刘惠甫，正处于这个年龄段。

他说，一名优秀的狙击手就应该成熟一点，年龄在四十上下。年轻了，经验

不足；年长了，体力不行。

刘惠甫每天坚持训练，保持状态，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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