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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伟

作为一名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的检察官，《无尽的尽头》让我在荧
幕光影与现实卷宗之间反复震颤。这
部剧以锋利的手术刀式叙事，为观众
呈现了一部兼具司法温度与社会痛
感的“未检工作白皮书”。那些在法条
背后沉默的伦理困境，那些在案卷之
外流淌的泪水与呐喊，那些法理与人
性、制度与现实的复杂交织，恰是我
们每天面对的现实。

剧中检察官林之桃面对被害者
家属“为何不判死刑”的质问时，低头
擦拭制服上油漆的动作让我眼眶发
热。林之桃坚持“修复性司法”，试图
让施暴少年与被害者家属对话，却导
致二次伤害。这种挫败映射出司法实
践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
突——当法律要求保护未成年施害
者的隐私权时，被害者家属的知情权
与情感诉求如何安放？林之桃在法庭
上建议对霸凌主犯黄家旺从轻量刑
时，下颌肌肉的抽动，正是职业理性
压制人性愤怒的微观写照。

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
曾引发社会热议，但法律永远滞后于
现实。“张文轩跳楼案”的判决争
议，映射出公众对“年龄优势”的
误解。我们常被质问：“法律为什么
保护恶魔？”但未检工作的核心恰在
于此——未成年人司法不是简单的

“罚或不罚”，而是依据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惩戒
—教育—回归”的闭环。正如林之桃
在法庭上的陈述：“我们惩罚的是罪
行，但拯救的是人生。”

林之桃在法庭上冷静质证后躲
进卫生间干呕的细节，精准击中了这
份职业的精神重负。我们既是国家公
诉人，须在法庭上与辩护律师短兵相
接；又是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人”，
须在量刑建议中为涉罪少年预留重
生通道；更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要
对着教育局、网信办一遍遍念“紧箍

咒”。
剧中检察官给受害儿童做心理

疏导的情节引发“越界”争议，但这恰
是未成年人检察创新制度的价值所
在。我曾为遭受性侵的少女申请心理
修复司法救助金，却在法庭上被辩护
人质疑“用同情干预司法”。如何在法
律框架内构建未成年人保护“防火
墙”，始终是悬在每位未检检察官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尽的尽头》的价值不仅在于
案件呈现，更在于推动现实制度的进
步：

一是司法理念的转型：从“惩罚
机器”到“修复系统”的转变，在剧中
体现为“沙盘测试取证”“家庭监护能
力评估”等科学手段的应用。这种“精
准司法”模式，打破了“一刀切”量刑
的粗暴逻辑，为“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注入新元素。

二是社会共治的启蒙：剧情通过
“家庭教育反思潮”“监护权剥夺搜索
量暴涨 460%”等数据，启发公众跳出
事件反思自身责任。正如剧中台词

“ 保 护 该 被 保 护 的 ，严 惩 该 被 严 惩
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家庭、学校、
社区与司法的合力托举。在本剧大结
局中，林之桃看着少管所铁门说“我
们还会再见”，道出了未检工作的现
实：预防再犯滞后于犯罪发生。这也
在提醒我们，未检工作是一场没有掌
声的马拉松——它的“尽头”不是某
个案件的终结，而是无数人前赴后继
地寻找光的方向。

《无尽的尽头》 最珍贵的，不是
展现司法者的崇高，而是真诚展现
了制度修补者的无力与不甘。当镜
头扫过未检办公室墙上贴着的“双
向保护”原则内容时，我仿佛看见
无数未检检察官案头堆积的 《未成

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我们
清楚地知道，法律无法消除所有黑
暗，但至少可以用“检察蓝”为孩
子撑起一片星空的微光。“未检检察
官的荣耀，不在于办过多少大案，
而在于不放弃每一个迷途的少年。”
现实生活中，我和同事的微信列表
里都有多个“特殊好友”——被附
条件不起诉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
牵挂：有人定期汇报学习情况，有
人 深 夜 倾 诉 家 庭 矛 盾 ， 也 有 人 很
遗 憾 地 再 次 犯 罪 。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教 会 我 ： 法 律 可 以 划 定 行 为
的 边 界 ， 但 拯 救 灵 魂 需 要 更 漫 长
的陪伴。

《无尽的尽头》不是一部完美的
剧，但它撕开了社会肌理上的脓疮，
让光照进司法系统最隐秘的角落。作
为检察官，我期待更多作品能展现这
种“不完美的真实”——毕竟，在守护
少年的路上，承认困境才是改变的开
始。而我们，愿永远做第一批在黑暗
中举起火把的人。

（作者系河南省睢县人民检察院
未检检察官）

“我们惩罚的是罪行，但拯救的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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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占京

重返校园 4 个多月了，浮躁的心终于
平静了下来，曾经认为“自己不是读书
的料”的我，竟然也可以全身心投入学
习，成绩也一下进入全班上游。回想起
从前走过的日子，犹如一场噩梦。因一
时的“讲义气”，我差点葬送了自己的青
春年华。

从 出 生 起 ， 我 就 是 父 母 手 心 里 的
宝 ， 他 们 希 望 我 能 出 人 头 地 、 鹏 程 万
里，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个“鹏”。在父母
的关心和教育下，我曾努力学习，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初中，可随着学习任
务的加重，我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开
始逃课和班里几个成绩不好的同学上街
去玩。由于放纵自己，我中考失利，只
能进入职业高中就读。在这里，学习仍
被 我 抛 之 脑 后 ，“ 兄 弟 情 义 ”“ 哥 们 义
气”是我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2024 年 4 月 2 日，一个哥们儿和其他
班的同学发生争执，我仗义出手，踹了对
方两脚，对方当时就疼得倒地大叫。一开
始，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
公安干警找来我才知道，那个同学腿部被
鉴定为轻伤二级，我已涉嫌故意伤害犯
罪。后来的几天，我陷入痛苦的煎熬中，
夜夜睡不踏实，常常泪流满面，我好害怕
我的人生就这样无法挽回了。

又过了几天，迷茫中的我见到了莘
检察官 （河南省栾川县检察院未检检察
官莘晓静。编者注），她告诉我，父母对
我打伤的那名同学进行了赔偿，并获得
了对方的谅解，希望我能认真悔过，不
要辜负父母的爱。那一刻，我仿佛看到
了父母流泪的眼睛，心头传来连绵不断
的 疼 痛 ， 那 疼 痛 是 我 对 以 往 过 错 的 忏
悔，我多么向往以前的课堂生活，我恳
请检察官给予我宽大处理。

2024 年 6 月 28 日 ， 经 不 公 开 听 证 ，
栾川县检察院依法对我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并设置了六个月的考察期。在
检察官的精心帮教下，我又重新有了奋
进的力量和目标。2024 年 12 月 28 日，帮
教结束后，在检察官的帮助下我又回到
了校园。

现在的我认识到，人生就像解方程，
每一步的运算都很重要，错一步就可能得
不到正确答案，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人生
的每一步，及时改正错误的运算方式，交
出一份让自己满意的人生答卷。

解好人生方程式

编者按 最近，24 集未成年人检察题材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热播，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该剧由中国检察出版社、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忆光年（广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聚焦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以多个真实案件为原型进行艺术化创作，剧情内容直面社会痛点，
精准传递了检察机关的办案理念与价值追求。今天，本刊特别刊发 3 名检察
官撰写的剧评，从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罪案背后的家庭和社会成因等多维
度，深度挖掘该剧的现实意义与艺术价值。

守护未成年人，没有尽头

□李艳涛

作为基层检察人员，我对《无尽
的尽头》这部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
内核的剧作有着深度共鸣，它以血泪
交织的案例为墨，以检察人的初心为
笔，塑造了检察官林之桃、检察官助
理白恩宇等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通
过艺术化的表达引发大众对立法、司
法与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在法治的
长卷上镌刻下新时代检察精神的深
刻印记。

剧中“张文轩坠楼案”的审判过
程，犹如一面照见社会认知撕裂的镜

子。当 3 个未成年施暴者仅被判处八
年、六年、五年有期徒刑时，被害人母
亲陈慧雯撕心裂肺的控诉与网络舆
情沸腾的“杀人偿命”呼声，将检察官
林之桃推向“情法冲突”的旋涡中心。
这让我想起 2020年大连 13岁少年恶
性犯罪案引发的全民激愤，也正是此
类案件推动了刑法修正案（十一）调低
刑事责任年龄。剧中林之桃那句“我用
生命向你保证，他们成年后若再犯罪，
我必追责到底”，既是对司法程序的坚
守，更是对修复社会信任的庄严承诺。
新时代检察精神，正是要在舆论风暴
中保持法治定力，让每份判决都经得

起法律与人性的双重检验。
电视剧第一集中，时任少管所管

教的白恩宇与少年犯的角力，撕开了
未成年人司法中最易被忽视的褶皱。
主犯黄家旺入监后的嚣张跋扈，与李
晖深夜蜷缩在监舍书写忏悔日记形成
鲜明对比，恰似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
AB面。当林之桃将李晖的忏悔日记转
交给被害人母亲时，那叠泛黄纸页承
载的不仅是少年的觉醒，更是司法体
系对“惩治即挽救”理念的生动诠释。
正如剧中老检察官所言：“惩罚的尽头
不是毁灭，而是让迷途者找到归途。”

该剧最具前瞻性的，是跳出个案

窠臼展现检察监督的系统性智慧。面
对“陆声二次犯罪案”暴露的原生家
庭监护缺失问题，检察机关没有止步
于就案办案，而是通过支持撤销监护
权之诉，推动建立困境未成年人预警
机制。这种从“末端惩治”向“前端预
防”的转变，恰与督促监护令制度的
实践创新形成呼应。剧中检察官在校
园安全听证会上展示的“欺凌行为大
数据图谱”，正是数字检察在未成年
人保护领域的具象化呈现。新时代法
律监督既要成为斩向罪恶的利剑，更
应化作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网。

剧中“游船杀子案”的办理过程，
暴露出未成年人保护的多重困境。当
检察官突破传统办案模式，引入心理
专家辅助、创设“一站式”取证机制
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司法技术的革
新，更是检察人对制度空白的主动填

补。这种“破茧”精神，在现实中体现
为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
的改革探索，以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地生根。正如剧中
林之桃所说：“司法的意义不在于制
造完美的判决，而在于推动社会向更
完善的制度进化。”

站在少管所操场仰望星空的少年
与检察院门前飘扬的国旗，在《无尽的
尽头》的镜头语言中达成精神共振。正
义的刻度需要法律与人性共同校准，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未成年
人司法的复杂光谱，更在于揭示了新
时代检察精神的深层内核——检察官
既是犯罪行为的追诉者，更是社会关
系的修复者；既是法律底线的守卫者，
更是文明火种的传递者。

（作者系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在法理与情理的激荡中守护未来

□刘静怡

“未检工作就像一颗种子，而孩
子们需要这颗种子。”在《无尽的尽
头》这部剧中，林之桃、白恩宇用责
任、担当、爱心来浇灌这颗种子；在现
实生活中，无数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
官也用“守护未成年人”的初心在培
育这颗种子。作为一名从事了 7 年
未检工作的检察官，《无尽的尽头》让
我内心激荡，久久不能平静。看这部
剧，更像是一次与现实困难的坚定博
弈、一次与心灵的温暖对话。影毕，
未检人也将继续向前。

在选材方面，该剧选取的案件原
型都是话题度高、社会关注度高，甚
至推动了司法进步的典型案例。这
些案例通过影视艺术的加工，将一些
专业的法言法语化作观众能理解的
语言，将卷宗中的内容以一种更形
象、更艺术的形式向观众讲述，让观
众都能够共情，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代
入点，从而沉浸于故事中。剧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舞蹈培训机构性侵
案”，作为校长的万学民长期利用教

学的便利，对未成年女学生实施性侵
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个案
件性质恶劣、社会关注度高，然而一
审却只能以猥亵儿童罪判处万学民
有期徒刑五年，令人愤慨。对此，林
之桃始终未放弃寻找新的证据，最终
通过依法抗诉让万学民得到了应有
的惩处，彰显了严惩犯罪的司法态
度。该剧将性侵案件发现难、取证
难、指控难等问题一一抛给观众，让
观众知道了办理性侵案件的困难程
度，也了解了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
无数个像林之桃那样不畏困难、狠抓
细节的未检人的默默付出。

在内容方面，剧中主角们“升级
打怪的”日常，恰是我在未检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剧中林之桃、白恩宇那
个堆满杂物的未检办公室令我动容：
几张旧桌椅，一块写满日程的小黑
板，承载着改变无数少年命运的重
量，见证着未检事业的“从无到有”。
我所在的都江堰市检察院，未检工作
于 2014 年 2 月从公诉科分离，同年 10
月正式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
与林之桃、白恩宇等人的经历一样，

我们院未检工作的开展也经历了漫
长的尝试与探索，也经由几代人的付
出与托举才有今天的成绩。记得我
初入未检部门时，一名资深的老检察
官总说：“我们办公室的打印机总是
全院最忙的打印机，因为它要打印的
不仅是法律文书，还有帮教方案、心
理评估报告……”在涉未成年人案件
量上升的态势下，未检检察官依然坚
持对每个孩子进行社会调查，依然愿
意为每一次附条件不起诉召开不公
开听证，依然会在深夜接听涉罪少年
的求助电话。这种“不划算”的坚持，
体现了未检人的负责，也彰显了司法
应有的温度。

剧中一个个熟悉的名词，一个个
熟悉的案件，正是我们未检工作的
最真实写照：倾力打造未检工作办
案区、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奔走企业联
系观护帮教基地；为了追求案件的
真相，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和公安的
同志一起熬更守夜；为了查清案件
事实，追求公平正义，在法庭上与辩
护律师唇枪舌剑；开展法治进校园、

进社区活动，把法治的种子播撒到每
个角落……这部剧的热播能让更多
人了解并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也
能让更多人懂得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以说，

《无尽的尽头》在检察普法宣传工作
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人物塑造方面，剧中检察官形
象生动自然。林之桃被泼油漆时那
僵硬的肢体、听被害人讲述遭遇时那
泛红的眼眶、在法庭上发表公诉意见
时那一长段的慷慨陈词，都体现了扮
演者任素汐扎实的演技和台词功底，
她用自然又细腻的表演，精准呈现出
角色人物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特
点。高伟光演绎的白恩宇，严肃中不
乏幽默、成熟中透着天真。剧中白恩
宇的插科打诨为同事带来轻松时刻，
也让观众在沉重压抑的氛围里得到
缓解。这个角色设定虽然很讨喜，但
是多一分幽默则显轻浮，多一分严肃
又显厚重，高伟光的演绎恰到好处，
将一个接地气的、鲜活的检察官带到
观众面前。

在细节方面，剧组精心设计的小
细节也值得观众深挖。片头序幕里，
沙盘上散落的书本、在舞台上跳舞的
女生、蓝色的沙发、关在笼子里的兔
子玩偶、沾满血迹的剪刀，都对应着
剧中的一个个案件，剧组将剧中用来

疗愈孩子的沙盘和案件共同呈现出
来，这一巧思使观众观影思路更加清
晰。

站在未成年人检察路上回望，既
有 否 定 者 的 质 疑 也 有 开 拓 者 的 坚
持。当司法不再满足于“案结事了”，
而是追求“案结事好”时，法律就不再
是冰冷的条文，而成为点燃希望的火
焰。当看到帮教过的少年考上大学，
成为足球教练、设计师、程序员时，当
看到曾经被侵害的孩子走出阴霾健
康成长时，当看到那些破碎的家庭因
为我们的努力在逐渐向好时，我终于
懂得：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尽头，是
让每个迷途的孩子、暗夜里挣扎的孩
子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找到属于自
己的星辰大海。正如剧中所说：“未
检工作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

（作者系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不划算”的坚持彰显司法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