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初心先锋周刊
2024年 1月 19日 星期五

编辑/牛旭东 校对/赵鹏

电子信箱：xfzk008@163.com

姓 名 陈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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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
职 务 第六检察部员额检察官
关键词 评查案件

法 治 宣 传 形 式 单 一 、针 对 性 不
强，未结合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群众听
不懂普通话的实际，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少数民族聚居县法治建设的整体
进程。2020 年，贵州省望谟县检察院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以及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相关要求，打造以布依
语法治宣传为特色的“布依检话”检
察文化品牌，让法治宣传走进千家万
户。2023 年 11 月，“布依检话”被评为
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

法治宣传有了新声音

“我砍自家林地里种的树怎么就
违法了？”“用捡到的银行卡取钱咋就
成盗窃了？”“电鱼也违法吗？”

望谟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刑
事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犯罪嫌疑
人的“灵魂拷问”。检察官发现，部分
群众并非主观上故意违法犯罪，而是
不知法不懂法。如何让普法工作走进
群众心间、让群众知法守法成了该院
干警深入思考的问题。

望谟县是贵州的一个小县，少数
民族人口约占 80%，其中布依族又占
63.7%，要想把普法工作做好，必须紧
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用少数民
族语言释法说理。2020 年 1 月，该院
决定成立“布依检话”品牌，用双语开
展法治宣传。

“为打好品牌成立后的普法宣传
‘第一枪’，我院政治部与业务部门进
行了深入交流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未
成年人保护是群众最关心的事，也应
该是普法宣传的重点。于是，我们举全
院之力，以预防儿童被拐卖为主题，以
汉语和布依语双语创作了一首防拐歌
谣。”该院政治部负责人介绍说。

2020 年 1 月，防拐歌谣短视频在
望谟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阅读量迅
速突破了 1 万次，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歌谣结合民族特
色，朗朗上口，让更多人听得懂、记
得住。

第一个双语普法视频的成功发
布，更加坚定了望谟县检察院倾力打
造“布依检话”品牌的信心。自“布依
检话”品牌创建以来，该院以“创新+
走心”的模式坚持双语普法，检察官
既是“演员”“歌手”，又是“编剧”“舞
蹈家”，全院 80%以上的干警都参与
到普法宣传作品创作中，200 余期法
治宣传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在做好线上法治宣传的同时，望
谟县检察院线下双语法治宣传也在
如火如荼开展。为让检察干警熟练掌
握布依语，在履职办案和法治宣传中
更好地与群众交流，该院办起布依语
培训班，进民族村寨、说民族语言，成
为该院开展法治宣传的特色。

“我们年纪大了，听不懂普通话，
之前他们来宣传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内
容。没想到检察官也会说布依话，用布
依话来宣传法律我们就能听懂了！”
2022年 12月，在望谟县新屯街道办事
处宪法宣传活动现场，一位年过六旬
的老人用布依语对检察官说道。

“在没接触‘布依检话’之前，我
认为法治宣传都是枯燥无味的，‘布
依检话’让我眼前一亮，法治短视频、
歌曲、漫画、动漫等形式多样的作品，
为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提供了各式各
样的‘法治大餐’，尤其是使用布依语
制作部分法治宣传作品，这样因地制
宜的做法值得推广。”2023 年 5 月，望
谟县检察院举办检察开放日，一名与
会的县人大代表表示。

“布依检话”来了编外人员

“谢谢检察官，让我有幸参与‘布
依检话’法治宣传视频的拍摄，向更
多父老乡亲宣传滥伐林木属于违法
行为。”2022 年 8 月，王某在参与视频
拍摄时，与检察官交谈道。

王某系望谟县油迈瑶族乡油迈村
村民，2020年初，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
可证的情况下将自家林地里种植的杉
树砍伐，被移送至望谟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王某与当地大多数群众一样，对
自身行为是否违法缺乏正确认知。

因王某有自首情节，其滥伐林木
准备用于建造鸡舍，社会危害性相对
较小，望谟县检察院依法对其取保候
审。取保候审当日，检察官以“布依检
话”制作的布依语法治宣传视频为教
材，对王某进行普法教育。观看双语
法治宣传视频后，王某感慨道：“之前
也 接 受 过 一 些 普 法 教 育 ，但 内 容 死
板，形式单一，看不明白听不懂，提不
起兴趣，但像‘布依检话’把法律法规
变成有故事性的短视频，尤其是用了
布依语来制作，让我们学习法律知识
一点都不吃力，这样的普法方式我很
喜欢。”

鉴于王某犯罪情节轻微，未造成
严重后果，望谟县检察院依法决定对
王某不起诉。

“在取保候审期间，我看了望谟县
检察院抖音号的很多普法视频，学到
了很多法律知识，也认识到每个人都
应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我想参加
拍摄，帮助大家学习更多法律知识，让
大家不再犯同样的错。”王某得知该院
需要拍摄法治宣传作品，主动申请参
与“布依检话”法治教育短视频的拍
摄，用亲身经历向群众现身说法，一名

“滥伐林木违法者”成了当地的环境保
护普法员。

像王某一样的“布依检话”编外
人员不胜枚举。随着“布依检话”法治
宣传作品在望谟县知名度的提高，当
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该院法治
宣传作品的创作中。

宣传与办案双向奔赴

随着群众对“布依检话”的认可，
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发与检察机关良
性互动。自品牌创建以来，群众纷纷
在评论区向检察机关咨询法律问题、
提供案件线索，打通了检察机关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份针对辖区内酒吧、网吧违规
接待未成年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的
检察建议，就源于群众的举报线索。
2021 年 12 月，有网友在望谟检察新
媒体账号下留言，希望检察机关联合

相关部门检查辖区内的酒吧、网吧、
宾馆，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收到留言后，望谟县检察院高度
重视，及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
对发现的相关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

群众反映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个
实实在在的案件，而当地一些高发频
发案件又转化成了一个个普法宣传
作品。望谟县检察院针对多发易发案
件，通过普法情景剧、法治微动漫等
形式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各民族
群众法治意识得到明显提升。

“‘布依检话’是检察机关深入践
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是推动少数民
族聚集地区法治建设的有力举措，在这
块布依胜境的土地上吹响了法治的号
角，用了心、用了情，为他们点赞。”谈及

“布依检话”品牌时，党的二十大代表、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望谟县实
验高中副校长刘秀祥这样说道。

如今的“布依检话”已经走出了
望谟的大山，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辖区内 8 个县市均在布依族聚居的
街道、村组推广“布依
检话”法治宣传作品，
越 来 越 多 的 布 依 群 众
熟知了“布依检话”，从

“布依检话”中学到更
多的法律常识。

把普法工作做到各族群众心坎上把普法工作做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贵州望谟：“布依检话”双语普法宣传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邓道迪

“他简直就是一台雷达，案件里
的问题很难逃过他的眼睛。”在江苏
省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平时“叱咤
风云”的检察官们常用崇拜的口吻
提起一个人，他就是 57 岁的案件评
查员陈志林。

陈志林曾在刑事检察一线工作
23 年，对案件里的门道可以说是了
如指掌。2011 年，他被领导相中，从
事案件管理工作，开始了“扫描”案件质
量的生涯。为尽快适应新岗位，他潜心
钻研刑事法律法规之外的法律知识以及
各种行政法规。2022 年 8 月，他在评查一
起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时，从随附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中发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查获的药品每盒内含有多粒药丸，却
以“检材数量不足”为由未进行检验，同
时又以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为由对
两盒药品分别给予万元以上巨额罚款。
经比对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检验的相关
规定，他确认该处罚在检材数量和处罚
数额上均有不当。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

门后，该行政违法行为被督促纠正。
2020 年起，江苏省推行各地级市之

间的案件互评机制，业务能力突出的陈
志林经常被抽调参加互评。而与本单位
常规评查相比，异地评查的难点在于问
题的整改，特别是实质性问题不容易得
到被评查单位的认同。对此，陈志林除
与案件承办人反复沟通外，还向被评查
单位及其上级单位的案件管理部门发送
建议函，共同跟踪被监督问题的纠正和
整改，目前已促成 6 起案件得到实质性
纠正。
（本报通讯员杨萱 杨安 曾路路）

陈志林：像雷达一样扫描案件质量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翁婷

蔡兵是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检察
院的档案管理员，从事档案工作 17 年，
为 检 察 机 关 档 案 事 业 作 出 积 极 贡 献 ，
2022 年受到最高检表彰。从检察新人到
档案管家，他以强烈的责任心，在平凡
的岗位上精心耕耘、无私奉献。

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初期，面对每年
收集上来的堆积如山的档案，缺乏专业
知识的蔡兵不知该如何下手。为更好开
展工作，他报考了沈阳市档案局的专业
资格培训，系统学习专业档案知识，顺
利考取档案管理资格证书。同时，他向
区档案局资深研究员虚心求教，不断积
累总结经验，使自己的档案业务从陌生
到熟悉再到精通。

“检察档案不仅记录、传承了党的
检察事业的发展变迁，也传承了人民检
察的光荣革命传统和浓厚红色基因，必
须重视起来。”蔡兵说。他严把资料收
集 、 整 理 归 档 和 档 案 借 出 “ 三 道 关
口 ”， 确 立 了 “ 接 收 材 料 、 鉴 别 、 分
类、整理、装订、存档”的管理程序，
对 体 积 较 大 、 翻 阅 较 为 不 便 的 实 物 档
案，统一制作影像资料库，并标注存放
位置等信息，提高档案借阅效率、确保
档案存放安全。

收集、分类、装订、录入，周而复

始的工作没能打消蔡兵的满腔热情，为
了科学高效地管理档案，他积极协调各
业务部门配合工作，完善升级软硬件设
施 ， 并 多 次 邀 请 专 家 来 院 指 导 档 案 工
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该院的档案管
理 工 作 由 基 础 差 、 底 子 薄 转 变 为 有 制
度、有规范、有标准，形成种类齐全、
整理规范、管理科学、有效利用的档案
工作管理体制，该院被评为辽宁省机关
档案工作特级单位。

蔡兵：档案好管家

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检察院在开展公益诉讼“回头
看”时发现，当地水利局未完全履
职，导致乌梁素海主补水河乌加河
河道被侵占。该院要求乌拉特前旗
检察院限期办理，依法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在案件推进困难时，该院指
派白龙参与办案，查清事实。

面对时间紧、任务难的办案局
面，白龙主动加班加点研判案件，研究相
关法律法规，搜集水利部下发的河道管
理范围相关文件，多次下乡走访当地村
民，并请教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最终发现管理范围公
告存在问题，即河湖管理范围的划定小
于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范围。白
龙 带 领 办 案 团 队 对 现 场 进 行 了 勘 验 取
证，夯实了证据，成功起诉该案。

2023 年 4 月，白龙挑起了该院数字监

督模型的创建重任，在 2 个多月的时间
里，他带领团队在各个行政单位之间协
调工作、调取数据，翻阅了几百个行政
案件卷宗材料，研究模型功能，与技术
人员一起探讨功能的实现路径。经过努
力，该院乌梁素海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模
型成功上线运行，该模型获得内蒙古自
治区检察机关数字模型竞赛三等奖，现
已推广应用。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张立奇）

白龙：面对问题迎难而上

姓 名 白龙
单 位 内蒙古自治区

乌拉特前旗检察院
职 务 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关键词 攻坚克难

“布依检话”是贵州省望谟县检察院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
我院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自觉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牢牢把握
新时代检察宣传工作的基本规律，结合望谟县地处
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托布依族文化特色，致
力打造以布依语法治宣传为特色的检察文化品牌，
生动传播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的理念行动，为群众提供特色法治宣传内容

的检察“套餐”。
下一步，我院将在各级党委和上级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思
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继续运用好“布依检话”检察文化
品牌的传播效应，高度重视新媒体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提升正面舆论的
主导力和检察文化的传播力，以此作为群众接收法律知识的“充电宝”，让
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继续聚焦检察与媒体融合，实现检
察新闻“破圈”传播，以优秀检察文化引领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
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以优秀检察文化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望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叶声远

●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布依检话

◀2023 年 5 月，“布依检话”团队在拍摄普法短视频过程
中进行讨论。

▼2022 年 10 月，望谟县检察院干警为群众送上“布依检
话”宣传手册。

工作中的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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