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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主任刘志远：一是
要深挖精品微剧集模式。网络微短剧实
质上是精品微短剧。我们已经做了不少
电视剧、电影类的长片，网络微短剧这
种形式也非常好，所以下一步要把开发
网络微短剧作为一个重点，在内部奖励
机制方面也要进一步地激活。

二是要深挖社情民意内核。我们虽
然是做检察题材影视剧，但是人民性、
社会性都非常强，一定要把握好专业
性、社会性、人民性的结合点，反映民
生民意，让老百姓真爱看、真喜欢。

三是要深挖检察文化力量。检察
机关文化人才荟萃，赵鹏同志就是一
个标杆，包括范向利主任也表达了最
高检业务厅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支持，
包括地方检察机关，这方面力量也非
常强，我们要用足用好。

四是要深挖社会优质资源。希望像
侯京健老师、冯雷老师、曹涌老师，以
及其他名编剧、名演员、名导演等，能
够更多参与到我们微短剧的创作中。

五是要深挖地域特色优势。《石
俊峰办案记》 在贵州开了一个好头。
最近我连着到 7 个省份调研，感觉每
个省都有丰富的创作资源，都有自己
的特色，可以把各地的优势资源都积
极地用好。

演员冯雷：石俊峰这名字起得挺有
意思的，坚如磐石、英俊潇洒、干事漂
亮、勇攀高峰。

《石俊峰办案记》中，检察官深入基
层办理案件的故事，更贴近基层的百
姓，这跟我以前拍的那些戏，像《人民的
名义》《巡回检察组》不太一样，那些更
加追求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这个戏，
则更加客观再现检察官依法能动履职
的办案过程，彰显检察机关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影视文化不单是有娱乐功能，在某
些时期可能也是一个社会风向标。你
扮演的人物，你所参演的剧，可能在某
些阶段影响观众，演员自身就得洁身自
好。我在《石俊峰办案记》中，扮演的是
一个反面人物。虽然戏里演坏人，但生
活中一定要做好人，尤其得好好做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办公
室主任范向利：《石俊峰办案记》 是
我们检察工作的写照和缩影。主演侯
京健老师说石俊峰是我们检察人员的
一个英雄。最高检影视中心通过艺术
的手法来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检察故
事，诠释中国法治进步，做到了主动
适应“四大检察”新格局，体现了检
察司法办案的全面性。

新时代检察机关机构职能重组
以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反映

“四大检察”多项业务的作品。这部
剧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办案故事，
每集聚焦一个主题、一个罪名的方
式，向大家展示检察业务的发展，每
一集的故事非常深刻。第八集的剧本
杀和第九集 《看不见的眼睛》 里，集
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
反映了剧组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厚
爱三分。

再有，这部剧聚焦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集中体现了检察司法办案
的人民性。最高检党组特别强调要高
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不是口号，体现在我们
的文艺创作中，就是通过批捕起诉、
检察侦查，还有补充侦查、公开听
证、心理疏导，从实体上、程序上、
效果上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公平正义。

《石俊峰办案记》剧照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副司长任道远：《石俊峰办案记》作为一
部精品微短剧，不仅做到了“微”而不弱、

“短”而不浅，也成为我们推动精品运营、
创作的一个标杆之作。

第一是恰逢其时。《石俊峰办案记》
作为一部具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法治
题材精品，配合国家宪法日宣传及时推
出，集中体现了网络微短剧在重大主题
表达方面能够起到的独特作用。

第二是立意深远。这部剧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讲好中国基层检
察官故事，用真实精彩的艺术手法宣传了
检察机关服务人民的系列重要举措。而且

在有限的篇幅里细腻地刻画了检察官的
职业属性，生动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和崇高的职业形象。

第三是叙事精彩。通过 12个取材于
基层实践的典型案例展开叙述，精彩且精
练地展现了热点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和
检察机关履职的深入朴实。兼顾了吸引人
的艺术效果和教育人的社会效果，体现了
现实主义题材微短剧对社会生活的指导
意义。

第四是阵容强大。演员们用心用情、
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特别是对检察官的
演绎，一改以往影视作品里那种高高在
上，难以接近的形象，充分体现了司法者

的人文关怀。
第五是创造了价值。创作拍摄团队，

在筹备阶段就调研走访了那么多的基层
检察院；采访一线的检察干警，收集了那
么多真实的案例。这种扎根实践的创作
理念让剧作的每一个案件都具有现实依
据，案件办理的每个环节都符合工作实
际，从而让这个微短剧具备了纪录片一
样的观感。

《石俊峰办案记》的成功证明，专业
化、精品化是微短剧发展的大势所趋。随
着像最高检影视中心这样有实力和号召
力的机构加入，我们相信微短剧创作一定
能够不断向着攀登艺术高峰的方向迈进。

【编者按】 《石俊峰办案记》是首部全面反映检察机关“四大检察”题材的网络剧，讲述了青年检察官石俊峰和
检察官助理陈雪在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官走基层”活动中主动走进基层检察院，以高质量办案促进基层检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故事。2023年12月12日，由检察日报社、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的《石俊峰办案记》研讨会
在京举行。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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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俊峰办案记》研讨会现场

刘志远 冷淞任道远 赵晖 赵鹏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李波：从 2018 年开始，我们就在策划
一部 《我是检察官》 的院线电影。在
最高检影视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
推出了这部院线电影。我们于 2020 年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拍摄了一部
《古寨新传》 微电影， 2022 年在毕节
市拍摄了一部公开听证题材的微电
影 ， 然 后 就 是 今 年 3 月 在 遵 义 开 拍
《石俊峰办案记》。

石俊峰是谁呢？他是 2018 年的那
部院线电影中检察官的男主角。之
后，我们拍摄的每部作品中的主角就
叫石俊峰——我们这样沿用下来了。

我们是通过“石俊峰”的办案，把检
察工作融入进去，把检察文化植入其
中。这个主角名字的延续实际上是我
们文化作品创作的继续，也是贵州检
察文化品牌塑造的持续，体现了检察
文化精神的赓续。《石俊峰办案记》 里
石俊峰办案，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四大检察”都有涉及。他忠
诚为民，专业担当，温情帅气。他以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基本价值追
求，兢兢业业地办好老百姓身边的每
一个小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他是新时代检察官的优
秀代表，是检察官群像的完美呈现。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础部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晖：最高检影
视中心对这个微短剧的配置真的是将豪
华阵容投入到了一个轻体量的创作当
中，完成了一个优质微短剧的创作，甚至
它可能会引领中国微短剧创作的赛道。

从检察题材文艺作品的传播来看，
图文传播、文字传播、场景传播已经都做
得很好了，但还缺少微短剧的 IP矩阵。其
实我们对检察官的了解很多都来自影像
作品。从这部剧，看到了检察工作与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相关的。

这部剧在创作上指向了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全面地展现了检察官

日常办案这种真实的细节生活。
第二个方向是展示了犯罪分子在案

件当中怀有一种侥幸心理，甚至是恶性犯
罪的犯罪分子当中隐蔽的阴暗性格。

第三个方向是在这些案例中看到了
受害者需要被捍卫的权利与尊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到了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和全媒体传播
体系建设。这部剧的一个特点，是传播渠
道的多元化、传播的矩阵以及话题的引
领。它在围绕这个 IP进行开发，完成了社
交圈层的搭建，共情共鸣共振。此外，还
可以做一些事，更加主动地、有目标地、
有方向地引导话题的深入。

冷淞 赵晖 王勇

李波范向利 赵鹏 侯京健 冯雷

范向利 李波 侯京健 冯雷王勇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委会
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赵鹏：《石俊峰
办案记》是特别好的一部剧作，该剧具
有三个突出特征。

第一，这部剧的框架结构在规范上
完全行得通，但在实践中很难达到或者
根本达不到，而石俊峰受检察长指派深
入基层把“四大检察”各项业务都办一
遍，在情节规范上就完全可以行得通。
如果没有这个框架设计的话，很难向大
家展现出“四大检察”多项业务。电视
剧一定是要有艺术设计、艺术加工的，
所以《石俊峰办案记》的这个框架非常
有创新性，我个人非常喜欢。

第二，这部剧以专业为依托，但不

被专业所累。检察工作是高度专业化
的，这部剧用大家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风格表达出来，让每一集中的案件都体
现公平正义这一主题。

第三，这部剧传递给我们今天或者
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价值观。比如说有一
个企业合规的案件，药厂涉税犯罪，但
是药厂正在研发抗癌药，有利于国计民
生。而追究涉税犯罪，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这两者之间一定会产生冲突，我们
怎么抉择？利国利民的事情优先，但我
们又不能放弃惩罚犯罪。这部剧很好地
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新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冷淞：《石俊峰办案记》的
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是检察系统普法教育与当下最
流行的影视艺术形式的双向奔赴。最高
检影视中心有大量基层检察院典型案例
和热点事件作为核心，又有戏剧影视的
这种轻体量的故事载体，把它进行情节
化、通俗化传播，在当下时效性和接受度
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是探索了新型戏剧影视题材的
创作模式。把人力、精力、物力、资源、财
力等各方面进行了地域性的整合，所以
它在广电总局提出小成本、大情怀、正能
量之后，我们又加了一个高效率。我觉
得这种形式应该倡导。

第三是创意了新的类别界定。我
个人更愿意给它起个名字叫精品微剧
集。由主流价值为引领，有最高检影
视中心这样的权威专业机构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提，所以，我更
愿意称它为精品微剧集。

第四是这部剧成功之处来自脚下有
泥心中有光的深度调研。这里面有大量
的案件，比如说猥亵女童，朋友之间的斗
殴纠纷，虚假的借债……老百姓不太清楚
的、有争议争论的、群众不易明辨的事件，
或多或少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这部剧是
用个体关怀体现家国情怀。我觉得这是
非常难得的。真正做到了眼皮贴近地皮，
这样才能把优秀的剧本写在大地上。

第五是石俊峰这个角色的 IP塑造。
石俊峰这个角色专业是第一位的，第二个
是睿智灵活。同时，他有小幽默、小确幸、
小感慨。这些都是很符合年轻人喜好的。

第六是树立了主流价值题材精品
微剧集的创作方法论。高潮前置、细
节放大、插叙倒叙、悬疑反转。这四个
要素应该是优秀的微短剧或者精品微
剧集的主要特征。

最后我想提一点建议，在场景和案
例上再极致一些，因为要面临微短剧大
市场的激烈竞争。建议在检察官形象和
检察院工作维度上持续拓展。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王勇：《石俊峰办案记》在遵义得以
顺利完成拍摄，在国家宪法日前夕开播，
非常感谢最高检、国家广电总局、检察日
报社的关心、厚爱和指导。我谨代表遵义
市检察机关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一是宣传了检察文化。这个剧从策划
选题到剧本反复讨论，把真实的检察工作
通过艺术加工广泛传播，反映的是检察机
关在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中
学思践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实践，搭

建了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桥梁。
二是凝聚了力量。影视剧是一门综

合艺术，是完全不同于检察业务的一项
工作。《石俊峰办案记》这部剧共 12 集，
要在每集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检察
机关的业务讲清楚。遵义检察团队及摄
制团队在勘景复景的时候克服疫情防
控的困难，在开机拍摄期间摄制团队服
从指挥安排，每天奋战到凌晨。这和遵
义会议形成的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
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

会议精神不谋而合。
三是两级检察院部分检察长和干

警本色出演，我也本色出演了检察长。
我在贵州检察机关工作 30 余年，参加
影视拍摄还是第一次。通过亲身参与拍
摄反映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工作的微
短剧，让我们对检察机关是党绝对领导
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司法机关，必
须坚持“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基本格局，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演员侯京健：以演员的身份参与到
《石俊峰办案记》这部剧，我觉得是我的
荣幸。石俊峰只是一个检察官的缩影，让
我们所有的观众感受到一点：检察无处
不在，正义就在身边。

拍摄这部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
经常每天拍摄 20个小时。整个团队给我
一种团结、敢拼的感觉，敢迎接困难、敢
面对困难、敢打胜仗。

我们这个剧组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因为我也是一名党员，真正面对困难的时
候，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遵义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适合艺
术创作的地方。在老百姓家里还挂着一
些红军时期的标语。我们去那里做一些
艺术创作的时候，所有的老百姓对我们
也是特别支持，给予很多帮助。

特别感谢能给我们所有演员一个机
会，让我们跟真正原型检察官一起合作

拍摄。我父亲看这个戏了，说这里面演得
最像检察官的是王勇检察长，我说这个
人真是检察长。

我们演员在塑造人物、设计人物
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原型。在戏里跟检
察长去经历、去触碰，我们才能找到检
察官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样，包括一些
专业术语到底应该怎么说。所以，我觉
得能跟检察官一起合作，对于我们演
员有特别大的帮助。

摄影：程丁 闫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