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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耿宜燕

“你好，……”走进江苏检察历史文化教育基地 （简称“教育基
地”） 大厅，这声问候让人倍感亲切——所有在江苏省检察机关工
作过的检察人都能在前厅的检察信息检索大屏上找到自己，按老照

片还原的江苏省检察院大门一下子让你重返第一次走进检察院的时光。
教育基地坐落在江苏省句容市茅山脚下的国家检察官学院江苏分院 （简称“江苏分院”），集博物馆、

院史馆、陈列馆于一体，建筑面积达 1400 平方米，有 11 个展厅、2613 件展品，拥有国家级文物 40 件。2021
年 6 月开馆至今，教育基地已接待 202 批、1.15 万人次参观学习。教育基地先后荣获“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
范点”、江苏省“十佳检察文化品牌”，并被确认为最高检人民检察博物馆联系点。

这里的检察历史“会说话”
江苏：传承检察精神串起精彩履职故事

在教育基地序厅，有一面用江
苏三级检察院的老院章、内设机构
印章、骑缝章、签名章组成的印章
墙，262 枚大小、形状不同的印章
组 成 一 幅 “ 人 民 检 察 ” 字 样 的 浮
雕，让每一名参观者深感震撼。有
多少犯罪者，盖上公章后，被逮捕
或被公诉？又有多少检察建议书被
盖章后发出？“这不仅仅是一个雕
塑，还是凝聚着千百名检察官汗水
的 行 为 艺 术 作 品 。” 参 与 基 地 设
计、建设的淮安市检察院检察长薛
国骏说。

在印章墙下方的展柜中，保存
着四枚黄铜雕刻的特殊印章，即苏
南人民检察署、苏北人民检察署、

南京市人民检察署和江苏省人民检
察署的公章，以及一张周恩来总理
亲自签署的苏南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黄赤波的任命书。这些均是国家二
级 文 物 ， 也 是 教 育 基 地 的 镇 馆
之宝。

这五件检察文物反映出解放初
期江苏特殊的历史沿革。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江苏当时的行政区
划分别是苏南人民行政公署、苏北
人民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行政公
署 ， 相 继 成 立 了 对 应 的 苏 南 、 苏
北、南京市人民检察署。苏南人民
检察署检察长黄赤波、苏北人民检
察署检察长陈扬和南京市人民检察
署检察长陈养山，都是由当时的政

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任命的，
这 也 反 映 出 当 时 检 察 体 制 的 特
殊性。

1953 年，按照行政区划调整的
要求，苏南、苏北、南京市人民检
察署合并成立江苏省人民检察署，
江苏省人民检察署印章正式启用。
1955 年初，江苏省各级人民检察署
正式改名为人民检察院。从此，四
枚印章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为充分挖掘教育基地文物的价
值，有效保护好教育基地的检察文
物，2023 年，江苏分院对教育基地
收藏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物品进
行深入整理，按照国家等级文物申
报 流 程 ， 向 江 苏 省 文 物 局 提 出 申
请。最终，经过专家评审，并经江
苏省文物局审定，确定了国家级检
察文物 40 件，其中二级文物 5 件、
三级文物 28 件、一般文物 7 件，馆
藏检察文物数量在全国领先。

如今，教育基地已成为很多检
察 人 来 江 苏 分 院 学 习 培 训 的 打 卡
地。今年 6 月 12 日，记者在教育基
地偶遇前来打卡的南京市玄武区检
察 院 书 记 员 吴 瑶 ， 她 告 诉 记 者 ：

“ 一 整 面 公 章 组 成 的 ‘ 人 民 检 察 ’
字样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一众检
察院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寻自
家院。”吴瑶虽然没有在印章墙上
找到自家院，但在后面的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的荣誉墙上找到了，让
她与有荣焉的同时，更照亮了自己
前行的方向，她希望在教育基地找
寻 到 更 多 “ 我 ” 和 “ 我 们 ” 的
印迹。

老印章的故事

在教育基地第四展区，保存着一
张 1986 年 5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
在头版头条《认真查处经济犯罪案件
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中，报道了
江 苏 省 沙 洲 县（1986 年 9 月 撤 县 设
市，沙洲县更名为张家港市）检察院
在查处经济犯罪案件中，为乡镇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的故事，并配发评论

《清除“白蚁”保护“支柱”》。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1984 年前后，与乡镇企业
相关的案件占经济案件总量的 60%
左右，影响了经济发展。如何审慎把
握打击尺度和标准，促进乡镇企业健
康发展，成了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新
课题。沙洲县检察院通过办案清除

“蛀虫”，先后拯救了 12 个濒临倒闭
的乡镇企业。这一经验在 1986 年江
苏省检察工作会议上介绍后，得到江
苏省检察院领导的肯定。新华社记
者采写了这篇稿件，《人民日报》头版
头条报道。1987 年，针对张家港市检
察院办理的涉乡镇企业案件，江苏省
检察院在张家港市召开了全省乡镇
企业经济案件工作会议，并总结了

“打击、保护、服务”六字方针，最高检
转发该会议报告时又增加了“促进”
两字，之后，服务保护乡镇企业的“八

字方针”开始推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八字方针”在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被
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近年来，江苏省
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立足检察职能
依法保护产权的十二条意见》《关于服
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一系列文件，持续以高质效履职
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24年
以来，根据最高检部署，江苏省检察机
关扎实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坚
持以“三个善于”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服务保障江苏经济高质量发
展。一项项举措、一个个案件，串起江
苏检察服务保障经济发展的足迹。

张家港市检察院检察官郑莉参
观教育基地后感慨地说：“‘八字方
针’是前辈们留下的传家宝，如今我
接过了‘检察护企’这根接力棒，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历史是人类的精神宝库。江苏
分院以教育基地收藏的 10 个具有代
表性的老物件为主题拍摄了 10 部短
视频，通过一个个老物件讲述精彩的
检察故事，传播法治精神。其中有关

“八字方针”的微视频，获第八届平安
江苏“微视频”一等奖。

“你要做好离开检察院的准备。”
“为什么？”
“我马上要去市检察院当检察长

了，你继续留在这里，别人会认为我
照顾你。”

“ 你 照 顾 过 我 吗 ？ 当 年 托 你 的
福，我差点就没进得了检察院。”

…………
这是一对父子检察官1983年的对

话。父亲许瀛山，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1950年转业，1983年调入徐州
市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直至 1993年
离休。儿子许放，1980年从部队退伍后
进入徐州市鼓楼区检察院工作。

虽然当时检察官法还没有出台，
也没有回避的规定，但许瀛山坚持认
为父子俩要避嫌，直到他了解到基层
检察院人事经费不归市检察院管后
才作罢。但因为有这样一位检察长
父亲，作为业务骨干的许放失去了到
市检察院工作的机会，直至 2001 年
父亲离休多年后，他才调到徐州市检
察院。许放在徐州市检察院控告申
诉检察岗位上，一干就是 18 年。18
年间，他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办好每
一起案件，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先进
工作者。2019 年，为检察事业奋斗了
38 年的许放退休了，他说：“我没有
辜负父亲的期望，我从来没有怨过
他，我心里明白，他是想让我像他一
样，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如今，父子俩的三枚检察勋章和
父亲的工作笔记放在教育基地的展
柜中，向每个来访者讲述着两代检察
人的传承故事，也传播着检察人的法
治信仰与为民情怀。

“妈妈，你的制服为什么和这里
的 不 一 样 ？”“ 爸 爸 ，这 照 片 上 是 你
吗？”2022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教育基
地迎来了 40 多名“检察娃”。米黄豆
绿的检察制服、“二八大杠”自行车、
老式照相机、铅字打字机……孩子们
触摸着这些老物件，听着老物件背后
的检察故事，了解父母的工作，了解

公平正义的求索历程，法治信仰润物
无声般地滋养着他们。一个 8 岁男
孩在教育基地发现了爸爸工作的照
片，自豪地说：“我要和爸爸的照片合
个影！”在准备模拟法庭时，孩子们全
身心地投入其中，稚嫩的小脸上满是
严肃和认真。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江苏省检察
院、省妇联和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
的组织下，江苏分院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孩子——39 名因案致困的未成年
人。他们在这里开展了为期一周的

“康康伴成长，阳光检爱行”未成年人
法治夏令营活动。反校园欺凌、道德
法治故事会、模拟法庭……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心理疏导和法治教育。参加夏令营
的小洁说：“我在这里感受到了阳光
般的温暖，感谢检察官们。”

教育基地开放以来，已接待 12
批 1000 多名学生。河海大学法学院
2023 级法学专业本科生张耿豪说：

“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不仅仅是写在
教育基地墙上的一句话，更是江苏检
察人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

2023 年，教育基地的法治宣传在
网上传开。江苏分院打造了教育基地
检察文化品牌“苏检·流金岁月”，汇聚
江苏全地域、跨越 70余年的检察历史
文化，综合多种展出方式，生动展现了
江苏检察历史风貌、红色检察历史脉
络，同时创新运用线上平台展示，将上
述内容发布在“学习强国”平台、江苏检
察在线微信公众号和线上教育基地。

“苏检·流金岁月”检察文化品牌还荣获
2023年江苏省“十佳检察文化品牌”。

参观完教育基地，再来看看《飞
越江苏检察》的江苏检察宣传片，一
个纸飞机飞了出去，在江苏各个检察
院的上空飞过，经历了四代检察人的
传承接力，又变成了无人机飞回基
地。如今，接力还在继续。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
检察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说到困难，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像龙

文这样的“小院”，五年来，干警人数不变，办案量却成倍上升，凸显了“人少、案多”的矛盾。
面对困难，不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按部就班，难有作为。只有迎难而上，才能破茧

而出。该院不甘居后，图强思变，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搭平台、建机制，眼睛向内挖
潜力，着力培养既能独当一面，又融会贯通多项业务的“全科检察官”，顺应“四大检察”
全面协调发展。

该院虽小，但站位高、格局大、志向远。他们锚定目标，把检察工作放在中心大
局下谋划推动，打造亮点、突出特色、擦亮品牌，赢得党委重视、人大及政府支持，为
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基本价值追求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呈现出“院小、人
少、精品不少”的新气象。

在福建，人数少于 50 人的基层院有 43 个，占基层院总数的一半，龙文“小院”
的特点、难点与堵点，以及发展中遇到的瓶颈有一定的普遍性。解决“案多人少”
问题，提升基层院建设整体水平，在 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大检察官研讨班上，
福建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建军提出培养一部分“全科检察官”的创新思
路，以强化“四大检察”同堂培训、一体履职、全面履职，破难题解新题。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2024年7月，全国大检察官研讨班吹
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检察改革”的号角。立足基层实际，乘改革春风“天时”，以“地
利”谋划“全院一盘棋”，以“人和”凝聚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创造性地把改革部署
要求落到实处，以自身改革创新更好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龙文区检察院的实践
经验，为此提供了一个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

记者手记：

改革创新者胜

让老物件“说话”

让教育基地“活起来”

▼漳州市检察院和龙文区检察院在公园设
立检察公益诉讼示范交流基地。

未成年人参观江苏检察历史文化教育基地。

“八字方针”反映江苏检察为企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苏南人民检察署、苏北人民检察署、南京市人民检察署、江苏省人民
检察署印章。

□本报记者 张仁平

有专业技术背景的汤凌，在福建
省漳州市龙文区检察院“大显身手”：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出现场，信息技术
取证少不了他。汤凌是全省检察机关

“电子数据取证业务能手”，而且取得
了最高检电子数据鉴定人资格。

通过“法考”后，汤凌办案、出庭、
写法律文书，还与案管及各办案部门
频繁互动，工作平台不断拓展。从入
职时仅凭一技之长，到如今成长为既
懂管理又会办案的多面手，汤凌是院
里的“全科检察官”。该院还培养出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检察机
关优秀办案检察官潘进格。

“培养‘全科检察官’，创新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机制通道，挖
掘 潜 能 ，激 发 活 力 ，融 合 履 职 一 人 顶
仨，破解人少案多难题，2023 年度基层
院考评跃居全市第一，实现了‘小院’
大作为。”7 月中旬，福建省检察机关队
伍建设工作会上推介的“龙文经验”，
在 8 月 5 日召开的全省检察长研讨班
上再次受到关注。

一人多岗

机制贯通有平台

“在基层刑检部门，办案是主业，
但又不止于办案。”今年 3 月调任漳州
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张婧介绍。她
原 是 龙 文 区 检 察 院 业 务 部 门 干 警 兼

“青春龙检”法治宣讲团成员，负责新
媒体工作室、警示教育基地解说等多
项工作，短短几年间，斩获了包括全省

“优秀刑事检察官助理”等系统内外十
多项荣誉。全方位的锻炼，让她迈进
了复合型人才行列。

在政治部负责党建、宣传、党务工
作的谢敏，在一次论辩赛中展现了思
维缜密、反应敏锐的优势，赛后便被安
排每月协助检察官办理 1 至 2 件刑事
案件，为的是夯实法律功底，强化检察
业务素养。

“亲历办案、‘全科’经历，让我更
善于发现工作亮点，总结经验，讲好故
事，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保障。”谢敏说。

龙文区检察院党组成员阮金银介
绍说，一人多岗就是结合干警年龄结
构、工作特点、专业背景、个人特长，院
里搭建平台，打破部门壁垒，让干警在
不同岗位得到锻炼，储备办案力量，厚
积成才基础——

论辩赛场新人辈出。龙文区检察
院持续举办 13届“检校律论辩赛”，检察
官、法官、公安干警、律师、法学生同堂
竞技。“赛事”直播观看人数超过 100 万
人次，影响力不断扩大，省内外检察系
统和律协组队前来集训切磋。该院一
些多次参赛的干警，从原来的“不会说”

“说不好”跨越为“最佳辩手”。论辩台
上，比出水平，赛出新人，后浪奔涌，更
带动了公诉人队伍的迭代成长。该院
干警连续四届荣膺全省优秀公诉人“十
佳”称号，斩获全国十佳公诉人提名奖，

创下了“小院”通向大舞台的传奇。
青年干警一线接访。在控申窗口

轮值接待群众来访，直面信访人急难
愁盼，换位思考问题，增强为民情怀，
涵养优良作风，在一体推动矛盾纠纷
化 解 中 ，提 升 做 群 众 工 作 的 能 力 水
平。在开展刑事和解、非诉执行等检

察听证时，相关内设机构交叉派员列
席，“沉浸式”感受案件办理过程，协力
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数据显示，2021 年以来，龙文区检
察 院 有 36 人 次 获 全 国 优 秀 办 案 检 察
官、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能手等国
家级、省级表彰，3 人入选最高检人才
库，29 人次在市级以上业务竞赛中获
奖，晋职晋级 38人次。

一专多能

提升素质有人带

患抑郁症的张某，与丈夫发生矛
盾，一气之下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一
起投江“寻短见”，好在发现及时，没有
发生危害后果。办案同时，检察官还
要为案外之事奔忙：安顿好孩子，送张
某就医治疗，修复家庭关系。

“没有因为重罪就一诉了之。”第
一检察部副主任杨舒婷说，当初师傅
带她办理的这起案件，对她影响至深：
办案不能机械执法，要将天理国法人
情相融合，注重三个效果相统一。

（下转第六版）

小院何以实现大作为
漳州龙文：培养“全科检察官”迸发融合履职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