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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98_E9_83_91_E5_c24_239434.htm 赵伟：郑州市特警支

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郑州警方1号狙击手。1993年成为狙击手

以来，他参与大案数十起，击毙嫌犯两人，从未出错。因此

，他被战友称为“绿城第一狙”。 语录 “狙击手不是杀手。

” “狙击手主要是救人不是杀人。” “我训练打坏了两支大

狙，两支五四，一支半自动，一支七九。” “狙击手的心理

素质，很多时候比射击水平还重要。” 今天（3月14日），是

第四个世界警察日。 分头，瘦脸，五官平常。如果不是一身

警服，赵伟钻进人堆儿里，让人很难找出来。 “嘿嘿，我的

搭档看起来也很普通，狙击手都很普通。”说话时，赵伟的

眼睛眯了起来。作为狙击手的赵伟，却是个近视眼。“我近

视100度，但绝对不会影响执行任务”。虽然是近视眼，赵伟

的观察力却是出了名的“毒”。 曾经有一个室内威胁爆炸案

，赵伟作为突击队员负责狙杀嫌犯。 通过观察，赵伟发现嫌

犯脸很瘦，头发很长且蓬松，这样看起来他的头很大。“这

时候，你要是朝他的头打，可能就会穿透头发却没有杀伤他

，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嫌犯狗急跳墙引爆炸弹”。 为此，指挥

部现场作出分工：赵伟作为第一狙击手，枪击嫌犯脊椎，其

他3人分别枪击心脏、右肩等部位，以阻止嫌犯引爆炸弹。 

“只要能打中脊椎，就会让嫌犯丧失行为能力，不至于引发

杀伤力极大的爆炸”。但是，这需要高手中的高手行动，否

则稍有偏差就有可能使嫌犯引爆炸弹。 出手！赵伟首先出击

，枪枪命中，嫌犯还没有摸到炸弹的按钮，就被狙杀。 “有



时候，嫌犯可能穿得很厚，这就会给人造成错觉，让人不能

击中他的致命部位，因此，狙击手必须观察得细致入微。”

赵伟说。 从警14年赵伟“吃”了5万多发子弹 一般来说，成

为一个合格的狙击手，要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 “打4个季

节，春夏秋冬；打6种天气，风雪雨雾天等”。这样一个周期

下来，至少要两年。 1993年，郑州市特警支队的前身郑州市

防暴支队开始选拔狙击手。当时赵伟25岁，刚退伍不久，对

枪械很熟悉。作为储备人才，防暴支队从近500人的队伍中选

出了10名队员，其中就有赵伟。 在10人小组里，赵伟的训练

成绩并不是最好的。“我们组里好几个同事，训练的时候成

绩非常好，5发子弹经常打50环”。 有一个说法是，成为一个

狙击手，最重要的不是射击水平，而是过硬的心理素质。在

随后的考核里，几个同事开始有压力，发挥也不再稳定，“

有的同事甚至脱了8环”。实战中解救人质时，压力要比考核

时大多了，发挥失常还得了？就这样，这些同事被淘汰，而

发挥稳定的赵伟成了一名狙击手。 还有一个说法是，狙击手

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14年来，赵伟就“吃”了5万多发

子弹。 对于85式狙击枪，赵伟每开一枪，都要记录在案。因

为狙击枪的寿命有限，达到极限后只能用来训练，不能再投

入实战，否则就会影响精度。 “对于任何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的问题，我们都绝不会让它发生，因为狙击手要求的是万无

一失”。在日常的训练中，赵伟用坏了两支85式狙击枪、两

支五四式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支七九式微型冲锋枪。

这些“牺牲”的枪支，加上5万多发子弹，成就了赵伟这个“

绿城第一狙”。 在14年的狙击手生涯中，赵伟参与侦破大案

数十起，击毙嫌犯两人，从未出错。 第一次狙杀 卧等40分钟



出手就打中嫌犯鼻翼 1998年，赵伟迎来了他第一次作为1号狙

击手出战。 在郑州一个郊县，一名歹徒挟持一名少女，跟警

方对峙。当地警方开始向上级部门求援。 嫌犯拒绝谈判，人

质流血不止，对峙1天有余。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人质就

会有生命危险。 “狙杀！” 接到命令，赵伟开始收拾行装。 

第一次作为1号狙击手出场，赵伟在准备阶段却紧张起来。枪

弹、瞄准镜、头盔、防弹衣、电台、手机⋯⋯赵伟一再检查

自己的装备，生怕漏下什么。 “能不能胜任？能不能完成任

务？能不能？”在心里，赵伟反复问着这些问题。“那时候

手心都出汗了！”虽然时隔9年，赵伟对那次的紧张还记忆犹

新。“我带了20发子弹，每一颗子弹我都擦了好几遍。” 到

达现场，赵伟发现形势不妙。 “嫌犯手拿杀猪刀，架在女孩

的颈动脉上。不妙的是，嫌犯处在一个小山包上，周围100多

米都是开阔地，警方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经过

仔细勘察，赵伟把狙击点选在150米外的一个小山包处。这是

一个中长距离，对狙击手的要求相当高。随后，战友开始转

移嫌犯的注意力，为赵伟创造条件。 赵伟把枪架在一块石头

上，轻轻拨开了挡在前面的酸枣树枝。拿观察镜一瞄，赵伟

顿感胸有成竹，紧张的情绪突然平复下来，因为“这就跟平

常训练差不多”。 嫌犯活动的范围有20多平方米，他来回走

动，不停地冲民警咆哮。而且，嫌犯周围的乱石影响了赵伟

的视线。 赵伟卧姿持枪，等待战机，一直等了40多分钟。中

间有几次机会，但在赵伟看来都不完美，就放弃了，因为狙

击手要的是“万无一失”。 40分钟后，嫌犯骂累了，他举起

右手擦汗。 赵伟食指轻抠，子弹飞出，正中嫌犯鼻翼。 在瞄

准镜中，嫌犯顿时飞出六七米远，倒在山坡上。赵伟的战友



飞奔而上，把人质架到安全地带。 战斗结束，仅用了6秒钟

。 “听说人质无恙，嫌犯毙命，我心里的石头才算完全落地

”。 最得意的“狙杀” 活捉嫌犯 让赵伟最得意的“狙杀”，

是他那次在2006年“1213”案件中执行任务。 当时，两名嫌

犯持枪杀人、抢劫绑架人质，恶性案件震动了公安部，督令

数省警方联合破案。随后，郑州市公安局接到线索，嫌犯躲

在一个都市村庄里。“就地歼灭！” 指挥部一声令下，赵伟

带领20名突击队员，身着便衣，来到嫌犯的车前。或许是做

贼心虚，赵伟的车子刚到嫌犯车前，嫌犯摇下玻璃查看情况

。 电光石火间，赵伟已经跨到嫌犯的车前，左手扣住嫌犯手

腕，右手枪口已经指向嫌犯脑袋。嫌犯右手下意识地去摸东

西，赵伟用力一拧，把他的身子按到车门上。其他队员包抄

而上，把车上的另一人抓个正着。打开嫌犯手边的提包，赵

伟发现一把手枪已经上膛。 “嘿嘿，咱们的狙击手可不是光

扛着狙击枪远距离杀敌，好多时候还要近战。”对于自己的

工作，赵伟颇为自豪。因为活捉了嫌犯，警方发现了很多线

索，为最终侦破此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狙击手不是杀手 动

杀机全是为了救人质 参战数十起，共击毙嫌犯两名。对于这

个数字，记者有点迷惑。 “狙击手不是杀手！”说这句话时

，赵伟咬字很重。 “尊重生命、尊重法律、尊重人权。不论

人质还是嫌犯的生命，都要尊重。”赵伟说，狙击手平常接

受的教育是，嫌犯该不该死是法院的事儿，不该由自己来判

定。 警察里的狙击手跟军队里的狙击手的最大不同就是，工

作定位为救人而不是杀人。“军队里的狙击手，最大的目的

就是杀伤敌人，而警察里的狙击手主要是为了解救人质，甚

至是解救嫌犯”。 “除非嫌犯造成人质出现生命危险，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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