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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儿女添乱、让养
老金增值补贴家用……
犯 罪 分 子 打 着“ 关 爱 老
人”的感情牌，“榨干”老
年人的养老钱。骗子如何
给老人洗脑？又如何编织
骗局？反诈短剧带你一探
究竟。
（何慧敏 杨晓 刘蕊）

反诈短剧带你揭开养老骗局

（图片提供：人民检察博物馆）

这是 1957 年 9 月最高检冯烈同志获得的业余文化学校结业证书，收藏于
人民检察博物馆。

冯烈生于 1922 年 7 月，山西孝义人，今年已 102 岁高龄。1939 年 8 月参
加八路军 115 师学兵大队，1940 年 2 月在山西省武乡县抗大总校学习。194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山西省灵石县妇联会、汾阳县妇联会、省
军区武装部、汾阳地委、清源县妇联会工作。1951 年 2 月到最高检工作，
1979 年 2月离休。

20 世纪 50 年代，为尽快提高司法干部的文化素养，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组织业余文化学校，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冯
烈在其 1956 年 3 月的自传中写道：“由于自己文化很低，缺乏理论，当时不
愿来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思想顾虑很大，……最主要的是不会写东西，因此
积极要求学习文化。”她表示：“现在妨碍我更多、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做更多
一些工作的，亦即我的致命缺点仍然是文化低，……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是
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文化、理论学习，从各方面提高自己，以便跟着社会主
义建设一同前进。”

结业证书显示，冯烈在业余文化学校初中语文班学习期满，成绩及格。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检察干部教育培训的一个缩影。这份结业证书，冯烈同志
珍藏了近 70年，今年初亲自捐赠给人民检察博物馆。

（文字：骆贤涛 朱廷桢）

百岁老人珍藏的结业证书
（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本报记者 高梅 闫昭文/图

“Good afternoon，everyone！I am
truly honored to stand here and share
what I have gained from the training
session.”（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站在
这里分享我在研修班上收获的宝贵财
富。）10月 10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期
涉外法治人才研修班结业式上，10位学员
逐一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文分享着自
己的学习体会与履职故事。他们目光
坚定，侃侃而谈，展现着最高检机关首
批涉外法治人才研修班学员的风采。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最高检自6月12日起举办最高检机关
首批涉外法治人才研修班。来自最高检
机关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的40位学员
以边工作边学习的方式参加了培训。

一场“及时雨”

将涉外法治知识洒在心田

一张张精心制作的 PPT，一个个
生动的案例……讲台上，授课老师耐
心细致地讲解，讲台下，有的学员埋头
记录，笔尖在本子上飞速滑动 ；有的
举 起 手 机 迅 速 捕 捉 大 屏 幕 上 的 重 要
信息点……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早日培
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
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
的涉外法治人才”要求，最高检政治
部、国际合作局精心研究培训内容与课
程安排，邀请政法机关和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进行授课，力求研修内容既有高
度又有深度、既全面又实用。

从国际法领域前沿动态和热点问
题，到涉外法治理论与实践，再到域外司
法制度与司法案例……在涉外法治专题
课上，授课老师不仅“授人以鱼”，深入浅
出地讲解具体知识点，更“授人以渔”，向
学员传授学习方法、技巧与理念。一场场
精彩纷呈的涉外法治知识盛宴，对学员而
言，就像一场解渴的“及时雨”。他们在课
上听得津津有味，每到下课又总是意犹未
尽、迟迟不愿散去，围着老师不断追问，争
取再多听一句、多学一点。

一扇“交流窗”

让生动的法治实践映入眼帘

除了丰富多彩的涉外法治与英语
课程，研修班还特别安排了两次座谈
交流，让来自不同业务领域的学员有
机会聚焦履职办案实践，在交流中碰
撞出思维的火花。

“新型跨国犯罪日益增多，对检察
机关加强刑事领域执法司法合作、进
一步参与国际司法协助规则制定等提
出了现实需求”“在涉外信访工作中，
可尝试引入精通外语的律师、心理咨
询师等第三方力量参与矛盾化解”“可
充分依托最高检英文网站等平台讲好
中 国 法 治 故 事 、提 升 国 际 传 播 效
能”……在研修班开展的座谈交流中，
学员们就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做好涉外

检察工作分享了经验与心得。
除此之外，研修班还邀请一线办

案检察官，与学员们围绕涉外案件办
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工作中遇到
的涉外证据审查认定、领事探视、小
语种翻译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

“能与这么多具有丰富涉外司法
实践经验的检察官交流，开阔了我们
的视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相互学习、
沟通、合作的窗口。”学员们表示，这对
自己转变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法、提
升工作质效帮助很大。

一条“前行路”

通向高质效涉外检察的灿烂明天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有

将研修班所学所悟践之于行，才能真
正让理论落到实处，让培训取得实效。

学员们高涨的学习热情一直延续
到课下，延续到日常工作中——有的学
员结合高质效办案需要，找来老师推荐
的涉外法治理论与实务、法律术语翻译
等书籍和论文认真研读；有的搜索到老
师分享的各类 AI 工具，研究如何运用
它们辅助平日的法律英语翻译工作。

研修班期间，最高检民事检察厅
二级高级检察官李萍与普通犯罪检察
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助理李迟晚于 9 月
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了知识产权检察国
际研讨会，在国际舞台上宣介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的检察实践经验。“这是光
荣的使命，也是不小的挑战。”为做好
全程英文的主旨发言和自由问答，她

们在认真撰写发言稿的同时，不忘就
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国际会议口语规
范用语等向授课老师进行请教，收获
了老师们的认真解答与无私帮助。“国
际研讨会上，中国经验被高度关注，很
多外国检察官在我们发言后称赞我们
的讲述真实可信、生动有趣。”李萍告
诉记者。

“涉外法治工作能力的培养不能
一蹴而就，而是长久战略；不在一朝一
夕，而需久久为功”“此次研修班不是
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研修
班在学员们心里播下的一粒“种子”，
在短短的时间里，生了根，发了芽，未
来也必将在以高质效履职扎实推进涉
外检察工作的奋进之路上，开出绚丽
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他们到国际司法前沿“游学”
——最高检机关首期涉外法治人才研修班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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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研修班学员在瑞士日
内瓦参加知识产权检察国际研讨
会并发言。

图②：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
研究研修班培训工作。

图③：研修班邀请老师授课。
图④：学员们在课后一起练

习英语。
图⑤：学员们在英语课上进

行口语会话练习。
图⑥⑦⑧：学员们在课堂上

认真听讲并记录老师授课内容。

研修班学员代表围绕“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主题进行英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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