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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援藏，于我而言是一份责任，更是
一种情怀。

2024 年 5 月，我作为湖南省检察机
关援藏工作队的领队，跨越 3000 多公
里，从湖南衡阳来到西藏山南。当双脚
踏上平均海拔 3700 米的雪域高原时，
我感受到了使命的分量。

推动刑事立案监督取得突破

扎囊是我们援藏的第一站。初到

扎囊县检察院，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
干警们在办理多人共同犯罪案件时，对
漏捕漏诉认定、现场证据合法性审查、
主观故意判断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等关
键问题常常陷入困惑。我和队员吴昊
一边与扎囊检察同仁分享办案经验，一
边答疑解惑，从证据收集的规范流程到
法律适用的精准把握，从侦查监督的要
点到刑事诉讼的细节，恨不得把自己掌
握的所有知识都倾囊相授。热烈的互
动交流之后，工作思路宽了，监督理念

强了，大家紧锁的眉头也渐渐舒展了，
眼中的困惑转化为自信的光芒。

更让我们振奋的是接下来的突破。
在扎囊县公安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
公室，我们仔细翻阅案卷，认真梳理每一
条线索。高原的阳光透过窗户，在泛黄
的卷宗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当发现一起
明显应当立案却被搁置的案件时，我们
立即与扎囊检察同仁研讨，最终成功监
督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这是扎囊县检察
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取得的突破性

进展，凝聚着大家的努力和共同的心
血。走出公安局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
拉得很长，但我们的脚步格外轻快。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024 年 10 月 12 日 的 案 件 质 量 评
查分析会，是我援藏以来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传帮带”。在此之前，我们对 12
个基层院上半年已办结的不捕、不诉案
件和分类抽查案件进行了逐案评查和
全面体检。我注意到一些案件存在不
起诉标准把握不准、证据审查思路不
宽、文书说理不深入等问题，于是从中
选取典型案例，和援藏队员们一起抽丝
剥茧，从法理到情理，从证据到政策，逐
项分析研判，通过集思广益找到提升办
案质效的最优答案。再难的案子，只要
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一定能拨云见日。
我们指导案管部门开展流程监控和数
据分析，推动评查问题逐步整改到位。

我深知，发现问题只是开始，教会解
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留下火种。援藏队争
取到了山南市检察院的支持，在两级院
开展检察业务培训，组织援藏干部讲授
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我与援藏队
友们将湖南的办案经验与雪域高原的实
际相结合，针对当地业务短板精心打磨
课程。课堂上，年轻干警专注记笔记的
样子、老检察官认真思索的目光，都让我
们倍感振奋。课后，一位年轻干警跟我
说：“肖老师，这样的干货，正是我们需要
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法治的种子正
在雪域高原上生根发芽，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些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检察队伍。

在苍茫高原上点亮精神灯塔

离单位远了，职责更重了。从湖

南到西藏，远离了家乡故土，面对高原
缺氧、气候干燥、风俗各异、内心孤独
等诸多不适应，援藏队员们的家国情
怀愈发浓厚。每当夜幕降临，我总喜
欢站在山南市检察院的院子里仰望星
空，这里的星星比家乡的更加明亮，如
同藏族同胞清澈的眼神。在这里，我
收获了真挚的情谊，留下了珍贵的记
忆。我们与当地基层干警一同办案、
一同阅卷、一同外出调查。跟着山南
的检察官们走访时，他们会耐心地用
藏语向群众解释法律条文；他们为了
一份证据，可以翻越海拔 5000 米的山
口；他们在办案时总说，“法律要有温
度”。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让我读懂了

“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
怕吃苦。

2024 年 1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授
予我“对口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这份荣誉属于全体援藏队友，更属于那
些在高原坚守的检察同仁。若有人问

援藏给我留下了什么，我会指向心口：
这里住着山南的晨曦与星夜，住着藏族
同胞递来的每一碗酥油茶，住着那些用
脚步丈量正义的岁月。正如我在日记
中所写：一次援藏行，一生雪域情。我
们的信仰不在云端，而在泥泞路上并肩
而行的脚印里，在把“他乡”爱成“故乡”
的赤诚里。

在西藏的 180 多个日夜，我的足迹
遍布山南 12 个基层检察院。高原的风
雪打磨出更坚韧的信念，藏地的虔诚赋
予我更纯粹的初心。这片土地教会我：
司法援助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点亮法
治星火的接力，是在苍茫高原上点亮的
精神灯塔。当看到藏族同事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的办案心得，听到牧民对法律
条文的热切追问，我深深懂得，我们传
递的不仅是办案技巧，更是对公平正义
的庄严承诺；不仅是检察经验，更是对
民族团结的坚定守护。

（本报记者张吟丰整理）

用法治的温度融化高原的寒霜
□讲述人：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 肖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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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月，徐梓昊（中）、郭程程（右）参加宣讲活动。

▲ 2024 年 8 月 ，
郭程程在北京市海淀
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主题活动上作交流
发言。

▼ 2025 年 3 月 ，徐 梓 昊（右
一）赴辖区学校开展未成年人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

2024 年 6月，肖志钦（左）走进措美县检察院，开展一站式帮带工作。

2024 年 11月，肖志钦与援藏队员赴隆子县玉麦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杨柳
见习记者 刘蕊 通讯员 徐天霖

当 8ml血样在试管中轻轻晃动时，
谁承想这管液体里藏着跨越生死的密
码？郭程程和徐梓昊两位年轻人的抉
择，诠释了检察人的温度不仅刻在法典
里，更流淌在血脉中。

生命邀约

“ 郭 程 程 女 士 ，您 的 造 血 干 细 胞
与一位患者初配成功……”2025 年一
个 普 通 的 工 作 日 午 后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检 察 院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 检 察 官 助
理 郭 程 程 接 到 北 京 市 红 十 字 会 的 电
话 ，此 时 的 她 刚 结 束 一 起 案 件 的 现

场 取 证 。 这 通 电 话 ，是 一 场 关 于 生
命的赴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救助。

2022 年 4 月，郭程程即将从中国政
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当时学校正在开展
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她选择将
8ml 血样留在中华骨髓库。“我那时心
里想，我马上要告别学生时代走上工作
岗位，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在社会
上忙碌奔波时，我会突然接到一个电
话，电话那头有一位患者穿过茫茫人海
找到我，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会真诚送
达这份礼物。”

如今，这份跨越时空的求助到来，
她毫不犹豫答应捐献。然而，高分辨配
型能否成功？体检是否达标？这些问
题让她忐忑，她想起同事徐梓昊，他的
经历给了她更多力量。

榜样力量

徐梓昊，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助理，也是北京市第
702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加入中
华骨髓库到完成捐献，他等待了六年。

2018 年 5 月，还在读大二的徐梓昊
在一次无偿献血时看到了中华骨髓库
的宣传，于是他留下了 8ml 血液采样。
2024 年夏天，这簇生命的火种随着“配
型成功”的电话被点燃。

“配型成功的概率其实很低，都说

受捐人很幸运，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
呢。”徐梓昊的真诚和决心打动了父母，
他在家人和同事的陪伴下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的采集。

捐献后不久，受捐者家属通过红十
字会向徐梓昊告知，受捐者恢复良好，
并且送上了一封手写信，以真挚朴实的
文字，向他表达了全家人的感激。他坦
言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衷心希望受捐者
能够平安健康，重新拥抱美好的生活，
同时他也为勇敢的自己感到自豪：“原
来自己除了能够以法律撑起正义，还能
够以平凡生命给予他人希望。”

大爱相“髓”

为确保捐献万无一失，郭程程开
启 严 格 自 律 模 式 ，力 保 身 体 状 况 达
标。在等待捐献的同时，她也给远方
等待移植的患者写了一封信：“我希望
你能重新拥有平凡的日常，离开充满
消毒水味的白色房间，自由地漫步在
街头巷尾，你可以穿着拖鞋去楼下，点
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在清晨的集市
上，陪着家人挑挑拣拣，商量着晚上吃
点什么……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是
我最想送给你的礼物。”

两位年轻的检察官助理，送出生命
“火种”的善举，正是“司法温度”的另一
种形态。当他们穿上检察制服，是证据

链的缜密审查者，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
者；当他们在捐献同意书上签下名字，
就是陌生人生命的摆渡人。

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中华骨髓库库容总计 362 万余人份，捐
献造血干细胞例数总计 2万余例。这些
数据的背后是无数个像郭程程、徐梓昊
这样的普通人，以微光汇聚星河，为素
未谋面的生命按下“重启键”。如果说，
法律守护的是社会公序良俗，那么，捐

献造血干细胞守护的是人类最朴素的
共情。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全力以赴。

目 前 ，徐 梓 昊 身 体 状 况 良 好 ，正
以 更 加 饱 满 的 热 情 投 入 日 常 工 作 。
他 用 实 际 行 动 证 明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是 一 项 安 全 、科
学 的 爱 心 行 为 ，并
不 影 响 正 常 生 活 。
郭 程 程 还 在 等 待 最
终 配 型 结 果 。

我守护正义，也守护你
——两位检察官助理与陌生患者的8ml血样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