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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8月22日，逃亡24年的

黄泽雄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澄迈县金

江镇长安社区后田村，嘴里喃喃地重复着：

“变化太大了，都变了……”这次，他回来是

来指认现场的。从1993年犯案出逃至2017

年被抓，黄泽雄24年的逃亡之路终到尽头，

为澄迈“3·8”故意伤害致死案画上了句号。

24年来，澄迈县公安局秉承“命案必

破”的宗旨，历任干警不曾放弃，从未停止

对黄泽雄的追踪，纵使他举家逃亡并洗白

身份，依旧铁血追逃，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

的威严。

记者 畅凯 实习生 夏子欣

通讯员 张胜楠

在澄迈县金江镇长安社区后田村，村里人都
知道，黄泽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和家族的人没
多少话说，但唯独对自己的叔叔黄某英异常尊
敬。在族人中，黄泽雄与堂弟黄某光因土地纠纷，
长期积怨，期间叔叔黄某英以长辈的身份出面调
解，但无济于事，堂兄弟如仇人一般，不相往来。

1993年3月8日上午，黄泽雄像往常一样将家
里的猪带到市集上售卖，在卖猪的过程中听闻黄
某光与叔叔黄某英发生争执，并殴打了黄某英。

黄泽雄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卖完猪
回到家，黄泽雄听到家门口传来黄某光的声音，想
到叔叔黄某英被打，黄泽雄觉得这声音异常刺耳，
他从厨房拿了把尖刀走到家门口，突然一刀捅向
黄某光的背部。

时至今日，仍有目击者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
形，“两人发生争执时，黄泽雄拿刀直直插在黄某
光背上，还抓着刀把拧了几下后才放手。”黄某光
被刺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1 他持刀从背后将堂弟捅伤致死
案
发

叔叔被打

听到堂弟死亡的消息，黄泽雄怕了。都说“杀
人偿命”，黄泽雄当时想到唯一能让自己活命的法
子，就是“逃”——逃脱追捕，逃离法律的制裁。

黄泽雄逃亡时不忘带上妻子和孩子，一家人逃
跑时并没有走大路，他们知道走大路会在极短的时
间内被抓获。黄泽雄一家沿着南渡江边往上游逃

去，在逃亡的过程中，黄泽雄与妻子约定分开走。行
至江边某处时，黄泽雄只身一人往通什市（今五指
山市）方向，而妻子带着孩子转投远房亲戚家中。
虽然分开逃亡，但黄泽雄与妻子约定，如果未被抓
获，将在某个时间于某地相见。从那天起，在澄迈
县的家，一家人再没回去过。

2 他与妻儿在南渡江边分开跑
逃
亡

举家上路

黄泽雄在通什市兜兜转转，依靠体力谋生，妻
子带着女儿在远房亲戚那也有了暂时的安身之
处。一段时间后，发现警方没有找到自己，黄泽雄
与妻子在通什市见了一面。黄泽雄明白，没有身
份不是长久之计，而通什一带也不是安全的地
方。与妻子见面后黄泽雄仍然选择逃亡，他认为
只有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才能把妻儿接过去团
圆，否则只能一生亡命天涯。

通什市不能久留，保亭也不能久留。惶恐的
黄泽雄一直在海南省西部地区躲藏，1996年前后，
他来到儋州市木棠镇刘宅村。据该村老人回忆，
黄泽雄刚来时自称流浪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也没人会将他和杀人凶手联系起来。

勤快、老实、热情，这是村里老人对黄泽雄最
初的印象。刘宅村全村都是刘姓人家，这里山峦

叠嶂，交通不便，人口较少，离海较近。那时候，劳
动力是一种紧缺资源。黄泽雄依靠一身的力气赢
得了村民的欢喜，干活不要钱，只要村民有需要他
就去帮忙，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村子的公庙里。

而让黄泽雄命运转折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
公庙里。一天夜里，黄泽雄干完活后回到公庙里
休息，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户口本，户主是刘某勇，
户口本上还有刘应春、陈爱女的名字，他悄悄将户
口本收了起来。在刘宅村，黄泽雄已经取得了村
民的信任，捡到户口本后，他一直想着如何洗白自
己的身份。有一天，黄泽雄发现当时的户口本采
用手写的方式，没有联网，无法核对拿户口本的是
否本人。黄泽雄便套用户口本上“刘应春”的身
份，妻子则成了“陈爱女”，一家人在刘宅村安家落
户生活。

3 他在山村里洗白身份接来妻儿
隐
藏

捡户口本

1993年案发后，黄泽雄一家人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办案民警困难重重。澄迈县公安局的民警换了一批又
一批，但对这起凶杀案并没有放弃，每年节假日，警方
会派人到后田村蹲守，但20多年一无所获。

2017年7月，省公安厅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追
逃专项行动，澄迈县公安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县
委常委、公安局长潘秋光，政委杨健，副局长钟东召开
专项会议，将黄泽雄杀人案再次提上日程。“围绕黄泽
雄的关系网进行的调查已经足够详尽，但案件并没有
取得突破。”民警说，翻阅往年的侦办资料，除了部分
文字记录，就只有一张黄泽雄的黑白照片，24年足以
让一个人的容貌发生变化，凭一张照片破案，难度非
常大。局长潘秋光表示，“我们时常强调向科技要警
力，能不能在照片上再努力努力。”一句话点醒众人，使
整个案件有了侦破方向，通过这张老照片，警方汇集了
100多条线索。

户籍信息联网后，专案组民警运用技术手段，对24
年前黄泽雄在户籍资料上仅存的一张黑白照片进行技
术分析，仔细核对每条线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8
月17日，在排除近100条线索后，警方发现逃犯黄泽雄
与儋州木棠镇刘宅村村民“刘应春”的照片相似度极
高。为进一步确认其真实身份，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
儋州市木棠镇调取刘应春的户籍资料进行核实。

此外，专案组民警在秘密走访时发现，刘宅村村民
有修族谱的习惯，最早可以追溯到建村初期，多年来未
曾断代。而“刘应春”恰恰缺少族谱，族谱上对其本人
没有任何记载。民警通过村干部向村里老人核实，“刘
应春”确为外来人员，具体是哪里人没人知道。种种迹
象让警方确定，黄泽雄一家利用“刘应春”洗白了身份，
其正是网上追逃人员黄泽雄，警方决定实施抓捕。

黄泽雄警惕性高并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为了确
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专案组了解到，黄泽雄为当地政府
的扶贫对象，制定了趁其领取扶贫资金时进行抓捕的方
案。但黄泽雄在接到通知后，再三联系当地扶贫办确认
领取事宜，当天下午戴着面罩前来政府大厅并时刻环顾
四周情况。在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的协助下，8月22日下
午4时许，警方终于将黄泽雄抓获归案。

直到黄泽雄落网后，附近的村民才恍然大悟，他造
的房子与整个村的房子风格大相径庭。房屋周边栽满
长刺的藤条，整个房子如同碉堡，院子里常年养着几条
狼狗。这种易守难攻的房屋构造，使得警方想在其家
中实施抓捕难上加难。

4 一张黑白照发现踪迹
抓
捕

24年追凶

黄泽雄被抓后，仍百般抵赖，不承认自己是24年
前的杀人嫌犯。澄迈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经过对
案情和黄泽雄的个人性格特点的综合分析后，决定以

“情感”为攻略，制定了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审讯方案和
审讯技巧。

黄泽雄被抓捕归案后，24年没有见过面的亲人来
了，当年侦办此案的民警也来了。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
孔，黄泽雄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承认了当年的犯罪
事实。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黄泽雄对1993年3月8日在
澄迈县金江镇长安社区后田村，持尖刀将堂弟黄某光刺
伤致死供认不讳。

在指认案发现场时，黄泽雄嘴里不停地喃喃着：“变
化太大了……”逃亡24年，他终于得以回到故乡，但身
份却是一名违法犯罪人员。

南渡江的水穿过金江镇直奔大海，不舍昼夜，而针
对黄泽雄的追逃，澄迈县公安局24年未曾停止。黄泽
雄的落网更好地印证了那句话——正义或许会迟到，但
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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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让黑白照片“说话”
抓获潜逃24年杀人嫌犯
澄迈一男子持刀刺死堂弟后举家逃亡至儋州，洗白身份，终被抓捕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