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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2岁的岳父凌长云，经
常回忆起家族那段浸着血泪的
抗战往事。这段家史，让身穿检服
的我读懂了“抗属”（抗战时期抗
日军人的家属）二字的千钧重量。

岳父的祖父凌炳斗 ，是位
深明大义的贫苦农民。1939 年，
他将 16 岁的长子凌雄彪（岳父
的父亲）送入地下党组织，从事
秘密斗争。组织遭破坏后，凌雄
彪转入八路军。1941 年底，岳父
的祖父又将 16 岁的次子凌志送
去参加新四军，成为卫生员和
文化教员，以青春和知识守护
战士的生命和信念。岳父的祖
父则以“堡垒户”的身份，为部

队保存枪支、传递情报、运送军粮，成为支撑抗战洪流的最坚韧基石。这个家
庭也由此成为“双抗属”。

战争年代，兄弟俩与家中失联，“双双阵亡”的传言让岳父的祖母凌陈氏
一夜之间精神崩溃，终日哭喊儿子乳名，直至 1964 年病故。岳父的祖父也在精
神重压与劳累中，于 1951 年早逝。曾经充满希望的家庭在战火中支离破碎。

家中劳力短缺的日子更显艰难。1943 年秋收，别人家的田地已犁过两遍，
岳父家的稻茬还未动。岳父的祖父求助区长后，“代耕队”前来帮忙。当时，岳
父的母亲（凌雄彪的童养媳）临盆在即，仍挺着大肚子在前拉犁，岳父的祖父
在后扶犁。田快犁完时，岳父的母亲腹痛难忍奔回家，生下了岳父。这生与死
交织的场景，正是万千“抗属”生活的真实写照。

幸运的是，兄弟俩历经战火幸存。解放战争后期，岳父的父亲凌雄彪入北海
舰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青岛海军兵工厂工作，1994年病故。岳父的二
叔凌志身经百战，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新中国成
立后，凌志在甘肃某部队工作，后转业至沈阳重型机器厂工作，1994年病故。

1962 年，时任盐城专署监委领导的黄元喜寻访到岳父家，动情回忆：当年
他在战斗中重伤，是卫生员凌志用简陋条件救了他。黄元喜那句“你家是革命
家庭”，是对这个家庭由衷的致敬。

我每每被这段家史震撼。作为在盐城革命老区长大的孩子，我从小听着
“断头将军”陈中柱的故事，抗战精神不知不觉融入血脉。15 年军旅生涯锻造
了我的筋骨，从公诉席到看守所，再到政治部的检察之路，更让我深刻体会
到：传承抗战精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家国情怀的薪火。

在公诉科时，我曾协助办理过一起侵害英烈名誉案。面对被告人对抗战
英雄的肆意诋毁，我们通过调取历史档案、走访抗战纪念馆，用铁证还原了英
雄们“宁死不屈”的真相。法庭上，当我念出烈士遗属的泣血陈述时，突然想起
岳父曾说：“当年父亲和二叔他们守护阵地，今天你们要守护真相。”那一刻，
我明白了公诉人不仅是法律的捍卫者，更是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转岗监所检
察科后，我坚持每周巡查监区，一名在押人员因参观了我们组织的抗战主题
展览而幡然醒悟，主动坦白余罪并检举重要线索。这让我看到，即便是在高墙
之内，抗战精神依然能唤醒良知——正如当年它唤醒一个民族的觉醒。

如今作为政治部主任，传承这穿越烽火的精神火炬成为我肩头最神圣的职
责。我常组织青年干警参观抗战遗址，开设“抗战精神检察讲堂”，邀请历史学者
与青年干警对话，把“信念如磐、团结奉献、不畏艰难”的精神融入队伍建设。疫
情期间，我们成立党员突击队奔赴社区时，一位年轻干警脱口而出：“和当年先
辈们浴血奋斗相比，我们这点辛苦算什么？”这朴素的话语让我无比欣慰：那在
战火中淬炼出的精神，正在“检察蓝”的方阵中悄然抽枝散叶，焕发出属于新时
代的生命绿意。 （作者系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从未褪色的红色记忆
□陈扣连

1972 年，凌长云的二叔凌志（二 排 左
一）从部队回乡探亲时拍摄的全家照，第三
排右一为凌长云。

□本报记者 高可 龚婵婵
通讯员 钟园园

近日，浙江省平阳县检察院检
察官蒋贤德早早来到看守所。他和
即 将 被 送 到 监 狱 执 行 刑 罚 的 小 杨

（化名） 约定，今天要让他和养父老
杨打个视频电话，见上一面。

随着视频接通，老杨黝黑的脸
庞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小杨的嘴唇
颤 抖 了 几 下 ， 一 句 “ 爸 爸 ” 脱 口
而出。

“哎，哎！”老杨不停答应着。
这是自小杨离开家以后，15 年

来，父子俩第一次见面。

外出闯荡

1996 年，小杨出生在云南一个
小村子里。父母双双离世后，8 岁那
年，他被老杨领养。据小杨说，他
的 爷 爷 奶 奶 和 养 父 都 对 他 十 分 关
心，但他和养母的关系不好，小时
候 曾 因 他 偷 拿 了 奶 奶 的 十 几 元 钱 ，
被养母用藤条狠狠地打。

与养母的关系恶化让小杨产生
了离开这个家的念头。14 岁那年，
小杨跟着堂伯外出做生意，却在半
路 上 偷 偷 离 开 。 小 杨 告 诉 蒋 贤 德 ，
他 是 想 自 己 在 外 面 闯 出 一 片 天 地 ，
好向养母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过，小杨的“闯荡”并不顺
利。他从来没有做过正式工作，靠
着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手里有了
积蓄后，小杨来到上海，不久后结
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马某。

马 某 经 常 来 小 杨 工 作 的 地 方 。
一来二去，两人便熟悉起来，马某
还成了小杨的“大哥”。不过，马某
并没有引导小杨走正路，他此前就
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此后更是
干 起 了 “ 老 本 行 ”， 带 着 小 杨 在 上
海 、 浙 江 平 阳 等 地 盗 窃 电 瓶 车 牟
利 ， 小 杨 也 因 犯 盗 窃 罪 被 判 处 刑
罚。而小杨第一次服刑的时候，才

刚满 18岁。
2024 年 8 月 ， 小 杨 来 到 平 阳 ，

伙同他人多次盗走工地上的电缆线
并卖出，累计涉案金额 4万余元。

命运转折

2024 年 12 月，小杨被公安机关
抓获。今年 1月，该案被移送平阳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蒋贤
德在审查卷宗时发现，小杨的户籍
材料没有对应的人像照片和指纹采
集等生物信息情况。

这让蒋贤德觉得很是奇怪。按
理说，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公安机
关就会要求进行指纹采集，为何小
杨的户籍材料一片空白？

这个疑问在小杨第一次接受讯
问时有了答案——小杨从来没有办
理 过 身 份 证 。 这 让 蒋 贤 德 更 加 疑
惑 ， 小 杨 这 几 年 辗 转 过 不 同 地 方 ，
没有身份证如何坐车、住宿？

“没有办法，只能在站外上车，
坐那种不用买票的车，住宿都是通
过朋友来租房子，微信也是让朋友
帮我注册的。”小杨的语气很平静。

没 有 身 份 证 ， 生 病 不 能 去 医
院，出行只能搭黑车，无法从事正
式 工 作 ， 小 杨 的 生 活 一 直 浑 浑 噩

噩。这样的生活与自己离开家时的
想 象 大 相 径 庭 ， 小 杨 更 加 不 敢 回
家，就这样逐渐与家庭切断了联系。

“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
项 基 本 权 利 ， 即 使 是 犯 罪 嫌 疑 人 ，
我 们 也 要 平 等 地 保 护 他 的 法 定 权
益，而且小杨有了正式身份，也能
够更好地进行改造、回归社会。”了
解 小 杨 的 情 况 后 ， 蒋 贤 德 决 定

“还”他一个身份。

回家之路

2019 年 ， 云 南 省 开 展 人 口 普
查，因小杨多年未归，老杨只能配
合警方对儿子作销户处理，这也是
小杨的户籍材料一片空白的原因。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 小 杨 想 要 获
得 身 份 ， 需 要 证 明 他 为 此 前 被 注
销 户 口 的 那 个 人 。 据 此 ， 平 阳 县
检 察 院 与 该 案 经 办 民 警 联 系 ， 由
公 安 机 关 将 协 查 函 发 送 至 云 南 当
地派出所。

得知儿子还活着，老杨的心情
十分激动。民警将小杨的犯罪情况
告 诉 老 杨 后 ， 他 的 语 气 依 然 坚 定 ：

“只要儿子能痛改前非，我就愿意认
他，我们还是一家人。”但老杨又有
些 担 忧 ， 儿 子 离 开 家 时 还 是 少 年 ，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自己是否还能
认出他？

这 个 难 题 摆 在 了 蒋 贤 德 的 面
前。“一般来说，想要证明身份，最
常见的是 DNA 鉴定，但是小杨并不
是老杨的亲生儿子，鉴定这条路走
不通；我们在办案中还会采用亲属
辨认这个方式，但小杨离开家时才
14 岁，现在的样子和当时肯定不一
样 ， 老 杨 的 担 忧 不 无 道 理 。 此 外 ，
小杨当年的户籍在注销前就没有照
片信息，老杨也不曾为他留下任何
生活照，根据照片辨认的方法也不
可 行 。” 蒋 贤 德 决 定 采 用 另 一 种 方
式，让小杨描述自己的体貌特征与
成 长 经 历 ， 再 用 老 杨 的 证 言 加 以
印证。

“我身上有伤疤和胎记，父亲说
不定还记得。”小杨撸起袖子，他的
右手臂上有一块伤疤，这是他被家
里养的狗咬伤后留下的。此外，小
杨告诉蒋贤德，他当时住在家里的
二楼。

不久后，老杨的证言传来，他
的证言与小杨的描述一致，这些证
据足以证明小杨的身份。

今年 3月，在检察官和公安民警
的见证下，小杨采集了人像、录了
指 纹 ， 公 安 民 警 将 相 关 谈 话 笔 录 、
户口恢复申请报告等材料邮寄至云
南当地公安机关，帮助小杨恢复了
户口。

4 月 6 日，蒋贤德收到了公安机
关寄来的小杨的身份证，他拿到看守
所，让小杨亲自拆开了包裹。“无依无
靠十多年，现在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关
心我、帮助我，让我找回身份，我会好
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圆。”拿着身
份证，小杨激动地说。

4 月 21 日，经平阳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小杨有
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判决生效后，得知父子俩对彼
此十分想念，蒋贤德便为他们争取
到了见面的机会，这才有了故事开
头的一幕。

蒋贤德没有打扰父子俩的温馨
时 刻 。 他 就 站 在 一 旁 ， 默 默 地 看
着。电话里，老杨还在和小杨一起
畅想着未来：“儿子，你好好改造，
出来就回家……”

29岁的他找回身份和亲情

相关链接

今年 3 月 24 日，在检察官和民警的见证下，小杨核对个人户籍信息，申领
了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

“人民”是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我们”

“人民”非宏大空泛的符号，而是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我
们”。《人民的利益》以恢弘而细腻的笔触，展开了新时代检察公
益诉讼的实践画卷，以纪实主义的冷峻与真实，将检察机关高
质效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神圣职责的壮阔图景，镌刻于时代的
银幕之上，让抽象的“公共利益”有了可感可触的模样。

（王若羲 郭奥凝）

把“纸面上的法”变为“心坎上的理”
（上接第一版）

该院检察官助理赵娟没有直接讲
法条，而是先递过一杯水：“您先看看
这份伤情鉴定，里面提到您儿子的伤
情为轻微伤，不属于轻伤。就像咱们平
时摔一跤擦破皮，够不上‘重伤’，一个
道理。”一番家常话，让张大爷的情绪
渐渐平复。

“刑事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不能
对抗，也不能是‘零和’，而要充分倾
听、充分表达，最终找到共识。”最高检
控告申诉检察厅副厅长马滔打了个比
喻，“公诉人在庭上要论证‘为什么有
罪’，控申检察官却要解释‘为什么这
样处理更合理’。”马滔进一步阐述在
控申案件办理中进行听证的重要性：

“公开听证的优势在于让群众充分发
声，并由第三方人士评议，有律师、专
家在场，更能让人信服。”

“听证程序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
提供化解矛盾、释法说理的平台。”江
西省上饶市检察院检察官刘婕妤给出
自己的思考，“听证是寻找法理与情理
的平衡点，以听为基础，以证为手段，
以说理为目标，实现监督与化解矛盾
的统一。”

与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不
同，控申检察官的“战场”往往在听证
室与接访窗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有 些 检 察 官 对 着 案 卷 能 理 清 复 杂 关
系，可面对情绪激动的群众就犯怵。

对于这种情况，北京市通州区检
察 院 检 察 官 李 雯 迪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经
验：“先认同情绪，再讲法律。”

李雯迪曾接待一位民事借贷纠纷
的当事人，因其未申请再审，不符合检
察监督受理条件，当事人情绪激动地
抱怨了近 20 分钟。她始终耐心倾听，没
有打断。“换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肯
定也着急。”李雯迪告诉记者，等对方
情绪平复些，她才拿出案件材料，一边
分析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法律依据，一
边解释后续可行的法律途径，把法理
说透的同时，也让对方感受到被理解。

这种沟通方法，马滔称之为“消解
对抗性”：“办理控告申诉案件不能有
对抗思维，过硬的专业结论也需要通
过柔性的态度和语言进行表达。只有
先站到对方立场上，道理他才能听得
进去。”

功夫在办案内，为释法说理
注入源头活水

“要充分认识控申检察兼具专业
性、广泛性、综合性、群众性的特点，聚
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进一步回归到
高质效办案这个本职本源上来。”马滔

表示，在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
当下，控申检察官对高质效办案有很
多思考与实践。

其中，“反向审视”是提升办案能
力的重要抓手。马滔向记者介绍说，控
申检察工作作为司法办案的“最后一
公里”，既要加强释法说理促进矛盾化
解，更要通过复盘发现前端办案存在
的问题，促推源头治理。

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铮
曾参与一起国家赔偿案件办理，很能
说明反向审视的重要性。

赔偿请求人王某因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被立案侦查，被检察
机关批准逮捕后羁押。在审查起诉阶
段，检察机关作出了存疑不起诉的决
定。王某以自己“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却遭羁押”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赔偿。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陈铮通过反
向审视，倒查原案办理中的事实认定、
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环节，发现原案
在审查起诉阶段，司法解释对“有毒有
害食品”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按照
新的司法解释，赔偿请求人的行为已
经不能认定为该罪名，王某的行为已
经不构成犯罪，认定“存疑不起诉”显
然有误。

随后，检察机关依据刑诉法第 16
条第 6项规定，将原决定变更为法定不

起诉。在法院质证中，陈铮根据国家赔
偿法第 19 条第 3 项的规定，认为本案
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6 条规定不
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情形，检
察机关依法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法院赔偿委员会最终维持了检
察机关的不予赔偿决定，但是我们也
从中看到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反向审
视提升了个案办理的质量。”陈铮说。

“每案必评，依法化解”则让释法
说理有了硬约束。近年来，最高检控告
申诉检察厅推进刑事申诉案件、国家
赔偿案件“每案必评、依法化解”工作
机制的深化落实，在依法、规范办案的
基础上，对每起案件均评估成案原因
及信访风险，因案因人制定化解方案，
运用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社会帮扶等
手段，推动案件实质性化解。

从文书是否回应全部申诉理由，
到听证是否解决核心争议，再到群众
反馈是否满意，都纳入案件质量检查
的范围。马滔认为，这体现了控申检察
工作“头尾相接”的闭环管理特点：“入
口不畅，矛盾堆积在外；出口不通，问
题埋雷留隐患。”

从一份文书的字斟句酌，到一场
听证的耐心倾听，再到一次上门走访
的真情沟通，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工
作，要像春雨般浸润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