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材料显示，李晓平死亡后，根据家属

的控告，黑龙江省乡镇企业局于 1991 年 6 月

21 日给黑龙江省领导写信， 要求过问此事，

并附上家属的控告信，请求“从速严惩凶手”。

6 月 27 日，哈尔滨市检察院聘请了省高

院、省检察院等 6 个单位 12 名法医，对李晓

平的死因进行了会检，7 月 3 日作出的结论

为： 头部损伤为致命伤。 对该损伤有三种意

见：一、钝性物体多次打击或碰撞形成；二、与

粗糙的质地较硬平面物体撞击形成， 符合摔

伤；三、打击和碰撞形成，但也不排除摔伤。

但死者家属和单位， 对前述省内法医会

检鉴定不服，继续上告。

与此同时， 黑龙江省公安厅也派出一个

工作组对案件进行调查， 并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形成《关于对李晓平死亡情况事实部分

调查报告》。该报告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事件

经过。

报告称，当时分局值班由王国庆负责，他

看到王岚和于某将李晓平带来， 他把王岚叫

到值班室外的走廊上问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

候，李晓平说要去上厕所，于某没有反对，李

晓平就自己从值班室另一个门出去了。 大约

两分钟后，王国庆和王岚回到值班室，但发现

李晓平已经不见了。

后来邵景志在大铁门处看到躺着一个

人，王国庆让人将其抬进来，发现伤情严重，

从兜里掏出证件才知道此人是李晓平。

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上述报告并没有获得

认可。 1992 年 1 月 21 日，省市联合调查组决

定聘请以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教授李德祥为

主的五名法医第三次进行尸检论证。 1 月 27

日得出鉴定结论为“排除从高处坠死”、“面部

受钝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省市联合调查

组据此建议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1992 年 2 月 18 日， 黑龙江省委主要领

导批示：“争取尽快结案，以平民愤。 ”已经拖

了大半年的“6·17”案自此提速：3 月 2 日，省

检察院指定哈市检察院立案侦查；4 月 20

日，哈市检察院将王岚、于某、于明世等人收

容审查，异地关押于长春。此后又拘留了王国

庆等人。 最终总计拘捕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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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一起因刑讯逼供引发的命案致多名警方人员被判刑

哈尔滨 17 名警察喊冤 20 年

哈尔滨 20 年前的

一起命案， 致 17 名警

方人员成被告，最终 2

人 被 判 死 缓 ，1 人 无

期 ，2 人 有 期 徒 刑 实

刑 ，4 人 有 期 徒 刑 缓

刑 ，8 人 免 予 刑 事 处

分。 但 20 年来，大多数

当事人一直在申诉，坚

称这是一起冤假错案。

1991 年 6 月 17 日晚，时年 60 岁的

黑龙江省乡镇企业局离休干部李蚀庸

接到消息称， 他的儿子、34 岁的黑龙江

省乡镇企业局经贸公司进出口部副经

理李晓平，受伤在医院救治。

李蚀庸和儿媳妇潘伟霞迅速赶去，

得到的说法是：当晚李晓平因为与警方

人员发生争执，被带到哈尔滨市公安局

南岗分局，后李晓平自己逃跑，在翻后

院大铁门时自己摔伤。

三天后， 李晓平因严重颅脑损伤，

救治无效死亡。 李蚀庸和潘伟霞不相信

李晓平是自己摔死的，当天写了《关于

李晓平无辜冤死的控告》， 怀疑是警察

刑讯逼供致死。

此时， 当年 62 岁的黑龙江省公安

厅刑侦总队离休干部王福，听到了已传

得沸沸扬扬的南岗公安分局干警刑讯

逼供打死人的消息，急忙找来自己的儿

子、34 岁的南岗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王

敏政询问情况。

王敏政告诉父亲，6 月 17 日晚应该

是自己参与值班，因为女儿生病，他请

了假不在单位，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

过，他听说人应该不是打死的，好像确

实是自己逃跑摔死的。

随后的事件进程漫长而复杂。 一边

是死者家属执著控告，一边是警方人员

坚决不承认。 事件调查前后反复多次，

历经四轮法医鉴定，黑龙江省以及哈尔

滨市的多个部门参与调查，最终在省委

主要领导的关注下，办案机关确认该案

是一起严重的刑事伤害案件。17 名警方

涉案人员被送上法庭。

17 人中， 包括王福的儿子王敏政，

他被认定在“6·17”当晚，参与对被害人

李晓平拳打脚踢，还用电警棍电击被害

人背部数下。 王敏政被法院认定犯故意

伤害罪，判三缓四。

事件回放 >>>

一起案件致 17 名警察成被告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我至今都不知道李晓平长什么样！ ”王

敏政告诉记者，“6·17”当晚，他因女儿突然

生病，请假回家，根本就不在现场。

王敏政不在现场的说法，得到了吴晓克

的证实。 吴晓克是 17 名涉案人中，直到开庭

时仍坚决不承认犯罪的四人之一，最终被判

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3 年 3 月， 吴晓克因脑梗塞保外就

医，一年后彻底偏瘫。 目前，吴晓克不能说

话，只有右眼能睁开，左手略微能动，但他意

识尚存。 当记者前往采访时，他坐在轮椅上

嚎啕大哭，左手拼命比划着一个“冤”字。

王敏政在谈及自己当年认罪情况时脸

色羞愧，“我也是不得已。 ”他说，审讯中他一

直没说过假话，但后来他在检察系统的亲戚

托办案人员告诉他，赶紧认罪，他被认定是

案件的第四被告人，不认罪的话很有可能判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只要认罪，就能做工作

判缓刑，获得自由。

“6·17”案的判决显示，几乎所有认罪的

被告人都获得了“从轻发落”，甚至还有多人

被免予刑事处分。 该案第一被告人于明世告

诉记者，他之前不认罪，因为事实不存在。 但

后来律师告诉他，这个案子是省里领导关注

的，已经定了调子，要严判，以平民愤，让他

赶紧认罪保命。

警察的申诉之路

王敏政在缓刑考验期于 2000 年到期后

开始申诉，其父王福也积极参与。 曾多年从

事刑侦工作的王福仔细研究案件后，发现了

诸多疑点。

目前，“6·17”案涉案当事人在向最高法

院申诉过程中。

一位当年的检察系统工作人员私下表

示，“6·17”案确实存在问题 ，当时省委主要

领导作了批示，省市高层都有过问，检察院

压力很大，案子办不下来后果不可想象。

“6·17”案涉案警察中，有几人私下告诉

记者，当年事情发生后，他们自己也是稀里

糊涂的，不知道整个事件真相是什么。 他们

只知道自己肯定没去打人， 自己是被冤枉

的，但并不敢确信别人没打过。 所以，当办案

人员逼供或者诱供时，他们很多就都承认了

看到别人打人的过程。 最终，这些承认的口

供相互串起来就成了一组证据链，所有人都

无法幸免。

王福告诉记者，20 年过去了， 案件的问

题和疑点越来越明显，但解决的希望越来越

渺茫。“我没想到警察申诉都这么难！ ”王福

感叹道。 （据《新世纪》）

被认定的案情 >>>

根据哈尔滨市检察院起诉书所叙述的案

情，1991 年 6 月 17 日 22 时许， 哈尔滨市国

家安全局一处二科副科长王岚， 与科员于某

执行任务后，发现轿车右倒车镜被损坏。两人

询问恰好在一旁的李晓平，与李发生争执。二

人遂将李晓平拉至附近的南岗公安分局。 该

局纪检组长、 监察室主任王国庆将此事安排

给当晚民警队值班负责人于明世。

于明世接受任务后， 将李晓平带进分局

一楼民警队办公室， 询问倒车镜是否是他掰

的。 李晓平否认，于明世打李一记耳光，在场

的齐振东、温洪浪、李磊、王岚、吴晓克、谢忠

新等七人，也上前一起对李拳打脚踢。王敏政

用电警棍电击李的背部数下。 王国庆目睹全

过程而不制止。 李倒地后，王国庆、于明世感

到事情严重， 指使在场的人将李晓平抬出分

局办公楼，绕过后院扔至分局大铁门外，并伪

造了李晓平跳大铁门摔下的现场。

此后， 王国庆让人将李晓平抬回分局值

班室，然后再将李送往省医院。李晓平因头部

受钝力作用，致颅脑损伤，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 1991 年 6 月 20 日 10 时 28 分死亡。

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受理该案后，于 1993

年 7 月 2 日，一审宣判，全部认定检察机关的

指控， 并根据每个人认罪态度作出判决，17

名被告，于明世和吴晓克被判死缓，王国庆无

期徒刑， 王岚、 齐振东 2 人有期徒刑实刑，4

人有期徒刑缓刑，8 人免予刑事处分。

1996 年 3 月 26 日， 黑龙江省高院二审

裁定维持一审原判。

另一个版本案情 >>>

受害人被警察殴打致死

死者要求上厕所后不见其人，发现时已受重伤

部分尚能走动坚持上访申诉的涉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