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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
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陕西是党的检
察事业重要发源地之一，要弘扬陕甘宁边区检察优良传
统。陕西省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最
高检党组部署，在全省检察机关推动构建党建与业务深
度融合的思想、话语、行为和评价“四个体系”，着力破解
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四个体系”中，思想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纽
带，行为体系是基础，评价体系是保障。思想体系，

重在解决想什么、怎么想的问题。讲政治与抓业务相统一，首先要强化思想
自觉和情感认同。要落实党组“第一议题”制度，理解什么是“国之大者”，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让习近平法治思想成为指
导监督办案的根本遵循。话语体系，重在解决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叫响
凡事“从政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等鲜明话
语，潜移默化增强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行为体
系，重在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胸怀“国之大者”，立足检察业务，结
合监督办案，拓展更多像“寻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
专项行动这样的融合载体，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评
价体系，重在解决评什么、怎么评的问题。将政治考核纳入对检察人员的评
价体系，让每一名干警、每一个案子都可考可评，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以“四个体系”擦亮政治底色
陕西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王旭光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余明

“‘寻保传’专项活动开展以来，截
至 2023 年 7 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寻访革
命旧址 2214 处，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501
件，推动认定文物 19 处，推动确定文物
等级 25 处，推动纳入革命文物名录 66
处。”2023 年 8 月，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
长高洁在陕西省检察机关“寻保传”工
作推进会上通报工作情况，发布第 3 批
7件“寻保传”典型案例。

2021 年以来，陕西省检察院党组
在全省部署开展“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
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简称“寻保
传”）专项活动。该院第八检察部党支
部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四个体系”

（即思想、话语、行为和评价体系）思想
的指导下，积极探索构建符合自身特色
的工作模式，坚持寻访、保护、传承三点
并举、融合推进，把活动成效转化为对
党忠诚、检察为民、担当作为的实际行
动。通过开展“寻保传”专项活动，该支
部党建引领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
加凸显，各项业务工作走在全省检察机
关前列，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2023 年 11
月，该支部的《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
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 以“检察蓝”守护

“革命红”》获评第二批全国检察机关党
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十佳案例”。

寻访革命旧址 重温红色历史

“太煞风景了，严重破坏了革命文
物的历史风貌。”全国各地多名前往陕
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瞻仰
参观的游客，看到在毛泽东旧居上方兀
然建了一座近 400 平方米的房屋，诧异
地说道。

志丹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色
首都，保安革命旧址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和中国革命伟大历程的重要见证。在
遭到游客吐槽的同时，检察机关也发现
了线索，“我们通过寻访保安革命旧址
发现问题，并及时立案调查，查明臧某
违规在保安革命旧址的建设控制地带
内修建房屋。”志丹县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主任王景山介绍道。2021 年 4 月，陕
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对该案挂牌督
办，经督促履职，行政机关拆除了违建
房屋，并对拆除后的土地进行复绿，该
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

在寻访过程中，陕西省检察机关依

法能动履职，用“检察蓝”点亮了散落在
各地的“红色星辰”。“我们党支部通过
专题讨论，形成面上指导与点上开花相
结合的工作思路，探索实施深化学习、
建强组织和守护底线融合发力的寻访
模式，在全省三级院党支部全面推广。”
陕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党务廉政专
员陈军鹏说。

据陕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王
洋介绍，近年来，该院第八检察部党支部
在深化学习中凝聚“寻”的共识，专题学
习延安精神和革命文物保护常识，多次
邀请党史专家开展讲座，串起革命精神
与革命文物的理论链接；在建强组织中
形成“寻”的合力，联合解放军西安军事
检察院、延安市检察院的党支部，沿着
1935 年红军长征到达吴起至 1948 年东
渡黄河的路线，重点寻访革命旧址 52
处；在上下联动中拓展“寻”的成效，走
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文物
局，摸清全省革命文物底数。针对革命
文物保护中存在的 8 大类 26 项违法行
为和问题，该院指导全省进行全面排
查，带动全省检察机关寻访革命旧址
2214 处。

保护革命文物 守护红色印记

2021 年 6 月，陕西省检察院第八检
察部收悉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在南泥
湾镇赵家河村寻访发现三五九旅战士
关福祥墓碑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牵头成
立由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办案人员
组成的专案组。经查明，关福祥埋葬之
地原来是埋葬三五九旅烈士的英烈园，
共埋葬近 200 名英雄烈士，因烈士陵园
遭到破坏，且未得到精心保护，如今周
围已是灌木丛生、坟茔塌陷，土地被村
民耕种。

调查发现，三五九旅后方医院旧址
的 12 孔窑洞堆起了柴草杂物，破败不
堪。检察机关随即向宝塔区政府等 3
家单位宣告送达了检察建议，与 10 余
家单位就南泥湾多处红色资源集中连
片保护问题达成共识。

“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坚持监督与
支持并重，推动行政机关恢复重建南泥
湾革命遗存。”高洁在带队前往延安督
导南泥湾三五九旅英烈园和后方医院
革命遗存保护案时强调。

对于革命遗存的保护，陕西省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坚持靠前指挥，任务在哪
里，党建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发

挥到哪里。党员干部分头指导或牵头
对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党史研究部门，共同查找英烈园
相关历史资料，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
190 名烈士的信息得以确认。“烈士们
有从长征路上走来的，有从山西抗日前
线归来的，还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垦
荒者。”高洁说，检察机关保护南泥湾三
五九旅革命史迹，就是铭记和传承长征
精神、抗战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目前，
南泥湾三五九旅英烈园遗址恢复重建
项目已纳入延安市整体土地空间利用
规划，后方医院文物保护修缮方案已编
制完成。

传承革命精神 赓续红色基因

“八十年过去了，寻访南泥湾的我
们岁月静好，脚踩的土地下却长眠着无
名的革命先辈。办案中，南泥湾精神时
时激励着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这片墓
园保护好，把这段红色记忆守护好。”陕
西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干警刘源源在

“寻保传”优秀征文研讨交流会上分享

了她的感悟。
一直以来，该院第八检察部党支部

坚持将“寻保传”专项活动作为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载体，把红军长征
精神融入基层党建、检察队建，以革命
旧址做党史教室，用革命文物做党史教
材，请当地群众做党史教师，把专项活
动作为实践课堂，有力激发全体检察干
警矢志不渝跟党走、不忘初心逐梦行的
强大精神动力。

在该支部的影响带动下，全省党员
干警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积极参与主题
征文，精选优秀心得体会35篇编印成册，
还建立起“陕甘宁边区检察史陈列室”和
思想教育基地、法治教育基地5处。

图①：陕西省检察院干警走访南泥
湾镇赵家河村村民。

图②：陕西省检察院副
检察长高洁（左一）与三级
院检察干警共同寻访三五
九旅关福祥烈士墓。

图③：陕西省检察机关
召开案件研讨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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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隽 通讯员刘鹏
程） 近日，浙江省缙云县检察院举行

“缙检序列”号牌颁发仪式，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高德清为新入职干警、离退休
老同志、调离检察系统干警代表颁发“缙
检序列”号牌和名册，并一同参观了院
史展，通过“缙检序列”电子名册共同回
顾缙云检察发展史、干警队伍成长史。

“缙检序列”是缙云县检察院创新
推出的一种人员管理模式。2023 年 6
月，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勇进、求实、

争先”的缙检精神，激励青年干警向老
一辈学习，该院对 227 名干警进行编码
式管理，并综合入院时间进行排序赋
码。据悉，此次“缙检序列”号共包含三
个方面，即每位干警独有的编码序列号
牌、建院以来全体干警花名册，以及在
该院院史室动态展示的电子名册。

“人员编码序列式管理是检察文化
建设的重要一环，这既是让在职干警了
解院史院情的一个过程，也能让离退休、
调离检察系统的人员感受‘检察之家’的

关怀，编码工作使每一名干警都能在缙
云检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
笔。”该院政治部主任田怀瑛介绍道。

编码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缙
云县检察院历经 60余载风雨，如何确保
进院人员信息、时间的准确性，是编码序
列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该院一
方面通过查询本院、县委组织部、档案局
以及干警所工作过的单位档案、检察通
志、户籍资料等原始材料，寻找干部任免
表、介绍信、工资转移单、工资发放表等，

记录收集干警名单、进院时间等信息，另
一方面与干警本人、家属、同事逐一核实
相关信息的准确性。梳理出全体干警名
册后，有关人员与在职、调离检察系统、
离退休干警以及离世干警家属进行反复
确认、核对，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一入检察门，一世检察人。检察
基因已融入缙检人的血液，检察事业化
为缙检人的情怀。编码序列让我们真
正体会到了缙检大家庭的温暖。”该院
干警纷纷表示。

浙江缙云：“缙检序列”管理提升干警归属感认同感

●第二批全国检察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十佳案例”——“寻访革命旧址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 以‘检察蓝’守护‘革命红’”

贵州省息烽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刘真志

近年来，贵州省息烽县检察院积极探索、守正创新，
主动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对接，紧扣业务能力缺口、盲
区和短板，充分发挥特邀检察官助理的“外脑”功能，借
助其对办案中的“疑难杂症”实施“靶向治疗”，凝聚共
识、探索创新，在多维度、深层次上共同提高检察监督的
精准性，促进执法司法的良性互动，助推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以程序选拔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高质量智库队伍。
我院强化特邀检察官助理选聘工作的落实落地，加大在

“专、精、新、特”等领域的选聘力度，通过成立特邀检察
官助理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慎考察聘任人员，并由政
治部进行集中邀请、统一聘任、专门管理。强化选聘程
序流程规范，向本地各行政机关发函征求意见，对拟聘
任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征求纪委监委、公安机关及法院
等相关部门意见后，对经过资格审查的对象进行公示，
最终确定了来自卫健、水务、自然资源、应急、交通、住
建、综合行政的 7 名行政机关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
助理，并为其颁发聘书。特邀检察官助理协助检察机
关对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办案中的专业性疑
难问题靶向施策，为检察机关提供更多元 、更专业的
建议。

以法律监督系统化制度化，推进办案能力和质效的
提升。明确协助事项，根据 7名特邀检察官助理在各行业
的专业技能，结合检察机关案件办理中的专业需求，对特
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的类别及对应承担的工作事项进
行梳理，确保专业优势发挥到位。如在办理生态环境、资
源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水务、自然资源等行业的
特邀检察官助理可通过参与现场走访、列席检察官联席
会议、参加检察开放日、出席公开听证会等方式，对案件
中存在的公益损害程度、行政机关履职情况等问题进行
分析，找准违法现象背后的行政不作为、不履职、不监督、
不管理的检察监督点，提升案件线索成案率及整改率，形
成“1+1＞2”的战斗力。严格履职程序，检察官对办案过
程中认为需要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辅助办案的，经分管
检察长同意后，3日内通知特邀检察官助理参加。特邀检
察官助理履职后，建立工作台账、规范履职档案、做好工
作总结。在辅助办案过程中，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案件
讨论，就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应在相关讨论记录中签字，必要时出具书面
意见；严格落实“三个规定”要求，严格遵守办案纪律。两年来，邀请特邀检察
官助理参与办案 15起，参加公开听证等活动 3次。

以案件办理专业化协作化，推动形成新时代检察监督新格局。强化协
同监督，激发履职素能。充分发挥特邀检察官助理的桥梁纽带作用，联合
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巡查活动，共同推进相关领域治理。依托特邀检察官
助理制度延伸检察监督触角，“零距离”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合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借助专业优势，解决办案难题。在办理公
益诉讼助推村卫生室规范化治理系列案件过程中，邀请卫健行业特邀检察
官助理参与办案，从线索调查阶段对损害事实的认定，到整改验收阶段对
整改效果的评估，特邀检察官助理的专业分析对案件的办理起到重要作
用，助推办案团队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秉承互利共赢，推动社会治理。特
邀检察官助理既是检察机关的“智囊团”，也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检察
机关聘任行政机关专业人员担任特邀检察官助理，是与行政机关共同推动
社会良性发展，双方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多部门齐抓共管，真正实现双赢
多赢共赢。如我院办理的督促保护息烽集中营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针
对县域木质文物未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通过制发检察
建议、联合多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积极督促相关行政机
关依法履行保护管理职责，全面加强文物保护。两年
来，我院召开联席会议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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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宁 陈梦清

“秋季里来稻谷香，徐都堂告老回家乡。开河修坝除水害，廉让美名立让
塘。”这首河阳山歌 《四季清官》，颂扬了明朝御史徐恪为民造福、刚正清廉的
生平事迹，旋律带着历史穿透力，荡气回肠、传唱千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
凰镇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河阳山歌馆内，民间表演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通过
现场演唱，诉说着状元陆器开官场清廉之风、徐恪铁面无私廉谦礼让、蒋廷锡

“丹青相国”勤政清廉的动人故事，“山歌颂廉”特色廉洁文化不断凝聚起奋进
力量。

“要让廉洁文化入脑入心，似春风化雨，融入每个干警灵魂深处。”江苏省张
家港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周晓东认为，“关键要在廉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中找到与检察履职的结合点，激发出独特的融合效应，才能持续擦亮我院‘清风
港检’品牌。”

该院融入检察元素，创作快板《港检正气歌》：“非己案，不打探。人来问，实报备。
切莫把，掮客做。守底线，防围猎……”检察干警以“三字经”的形式，让“三个规定”等
纪律规定“活”起来、“潮”起来，引导全体检察人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除通过“绘廉画”“创廉曲”“吟廉诗”等形式传递廉洁正能量外，该院还
注重“两个融合”，即将廉政教育与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检察干警不忘
初心使命；将廉政教育融入检察履职，为检察强“根”铸“魂”。打造“党史
检说”微课堂、成立“知行”读书会等，持续推进党性教育、政德教育和警示教
育；召开交流会，老检察人生动讲述港检奋斗史，倡导传承廉洁从检的优良传统；
原创音乐党课《我们走在大路上》，在传唱中砥砺新时代使命担当；落实新入职人
员岗前廉政纪律培训、新入额检察官及新任中层廉政谈话，筑牢防腐拒变的廉政
防线；召开检察官履职分享会，从政治建设、司法办案、监督履职、廉洁自律
等方面进行述职分享和现场测评，汇聚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强大动能。

该院还注重立规明矩，制定办案标准化手册等
规定，进一步细化办案流程和工作责任；制定检察
人员八小时外监督管理规定等，不断织密日常管
理之网，对1名违规打探案情的干警进行提醒谈话。

廉韵弘正气 清风萦港检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张艳
鹏 王丽婷） “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
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
也必然依靠斗争赢得未来……”这是河南
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书香魏检·共读一
本书”读书分享活动的一幕，该院 10余名
青年干警围坐在一起，共读《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共话青春责任与未来。

近年来，魏都区检察院坚持将检察
文化融入队伍建设和各项检察工作中，
建好“小书室”深挖“大潜能”，着力在建
好阅读阵地、打造书香魏检、转化阅读成
果上下功夫，为干警营造勤学不辍、学以
致用的文化氛围，以高质量书香机关建

设推进魏都检察现代化。
该院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定位，建成

80平方米的温馨阅读阵地，严把图书质量，
选定2800余册图书，并与许昌市图书馆合
作扩大藏书量，实现书目流动性。该院还
购置了数字图书馆设备，干警可随时免费
查询、阅读、下载，海量资源触手可及。

此外，该院一体设计打造图书室和党
建阵地，建成风格统一的党建文化活动中
心，集中展示党史、检察史、院特色党建等
内容，借助图书室阵地开展新入职人员岗
前培训、青年干警研讨等活动，引导干警
在读书学习中保持思想活力、增强能力水
平，提振锐意进取、担当实干的精气神。

许昌魏都：建好小书室深挖大潜能
本报讯（记者刘呈军 通讯员何

敬彬）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
察院联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百余名
党员，到昆明市西山区看守所参观学
习，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到监区大门外，全体参观人员上
交手机、钥匙等物品。在看守所民警
和检察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看守
所监控室、关押室等多个区域，实地了
解在押人员的日常生活情况，聆听两
名在押人员现身说法。

“作为医生，肩负救死扶伤的神圣使
命，要始终保持初心，做到自重、自省，要
时刻对党忠诚，对组织忠心，对自己和家

人负责！”一名党员医生说。
现场，西山区检察院为此次参加警

示教育的党员干部开展以“严守规矩 不
逾底线”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大
家感悟道德与法律、底线与红线、自由与
规矩的深刻意义，告诫大家要始终心存
戒惧，严守法律底线，保持初心本色。

“一墙隔两界，一念两人生。今天
的参观起到了警钟长鸣的作用。”参观
人员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保持清醒
头脑，加强党性学习，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加强自我约束能力，提
高反腐能力，始终做到廉洁自律、忠
诚为民。

昆明西山：到看守所开展警示教育
张家港市检察院干警唱响《港检正气歌》。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