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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志锋

　　

　　滕文祥在办理一起老邻居家孩子的刑事案

件时，老邻居笑呵呵地找上门打招呼说：“亲靠

亲，邻帮邻。”让滕文祥做个顺水人情。

　　滕文祥断然拒绝，老邻居拂袖而去。

　　这就是全国模范法官、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滕文祥心中的“公生

明、廉生威”。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20多年来，滕文祥始终

默默坚守在打击重大刑事犯罪审判第一线，忠实

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

　　2017年5月，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公

安部重点挂牌督办的“甘蒙8·05系列杀人、强奸

残害女性案”，这是一起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的案件。

　　在接手案件的那一刻，滕文祥就暗下决心，

一定要严把事实证据关，力争将该案办成经得起

法律、历史检验的“铁”案。

　　为此，他4次进京赴省，就尸体检验、足迹、指

纹、DNA鉴定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向知名法医、

鉴定专家真诚请教；就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向

知名法官、法学专家虚心咨询。

　　他认真查看了上百个讯问被告人的视频，反

复阅读了20多册近百万字的卷宗，拟制阅卷笔录

和庭审提纲300多页、20余万字，撰写审理报告和

裁判文书300多页、20余万字。

　　该案审结后，多次听取过他汇报的上级法院

领导曾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一年辛苦不寻常。”

该案也被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电视台评选为“推

动中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作为甘肃省审判业务专家，20多年来，滕

文祥审理的上百起重大、疑难、复杂命案无一

例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

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无一例因定罪、量刑的事

实、证据以及适用法律发生错误而被上级法院

改判。

　　滕文祥是土生土长的白银人，社会关系虽多

但始终不为其所累，有时有领导、老乡、同学、朋

友因为案子找到他说情，他从不通融。

　　在承办一起上诉案件时，滕文祥发现原审法

院将其中一名未上诉被告人重罪轻定、重刑轻

判，而这名被告人正是他老邻居家的孩子，心虚

的老邻居在打听清楚承办法官后，找到他希望做

个顺水人情，并硬拉着他去餐厅“聚一聚”。

　　他却告诉老邻居：“咱们都是普通农民家庭

出身，吃啥都是吃，但案子不是咋办都一样。”

　　后来，这位老邻居又托滕文祥的堂兄将一个

装钱的信封送到滕文祥家中，同样被滕文祥严词

回绝。最终，滕文祥向原办案机关的上级主管

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并将该案提请院长提交审

判委员会决定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加

刑处理。

　　为此，老邻居和堂兄都不肯原谅滕文祥。在

人情与法律之间、困难与压力面前，滕文祥坚定

选择了法律。他说：“既然我选择了法官这一职

业，就要对得起自己胸前的天平。”

　　“他对得起所有案件和案件所有当事人，唯

独对不起自己和家人。”这是干部群众对滕文祥

最朴实的评价。

　　有一年，妻子分娩时他出差办案；有一次，儿

子第二天高考他依然到外地核实证据；有一回，

父亲生病住院时他因审理一起特大杀人案件三

天三夜未回家……

　　每年答应陪家人出去旅行的公休假，在滕文

祥这里总是成为“明年吧”，每次答应家人吃顿团

圆饭总是成为“下次吧”。

　　在他的办公室里，洗漱用品、行军床、方便面

是常备物品。为了保证大要案阅卷的连续性，他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司法关爱”。

滕文祥心里装着的永远是百姓的疾苦，经常资助

困难群众，为贫困当事人或其亲属买饭、买车票。

经常有当事人或其亲属将一面面锦旗、一块块牌

匾送到他手中，但都被他婉拒：“我是农民的儿

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报人民。”

　　

　　图① 滕文祥在宣读判决书。

　　图② 滕文祥和同事一起商量案情。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抓获网上在逃人员23名，

破获查堵案件64起；

　　查获各类危险品857件，处

理列车移交案件50起；

　　帮助走失旅客25人、找回

遗失物品108件，收到旅客送来

的锦旗24面……

　　这是2020年8月“王勇警务

室”成立以来，上海铁路公安局

合肥公安处合肥站派出所执勤

二大队大队长王勇的“战绩

表”。这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警

务室，不仅成为旅客“身边的派

出所”，还成为车站和警方掌握

车站周边社情民意的信息点、

发现处理问题的执勤点、为民

办事的服务点和警务前移的工

作点。警务室虽小，但为车站安

全发挥了大作用。

　　4月22日，旅客王某找到

“王勇警务室”，称自己在合肥

站候车期间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由于涉案金

额较大，合肥站派出所立即成立以王勇为组长

的专案组展开侦办。经过两个多月的研判侦

查，专案组确认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在全国各

地作案多起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利用伪基站

向车站周边旅客推送短信，诱导受害人下载

某App，承诺“充值就有收益”，导致受害人被

骗。经过多方工作，专案组最终在福建抓获该

犯罪团伙成员20余人，查获作案工具50件、银行

卡100余张。

　　“站在这个岗上，我们就得守护好旅客的人

身及财产安全。”王勇说。为了提高自己的办案

能力，王勇几乎将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拿来学

习法律法规，同时他虚心向年轻民警学习，自

己动手制作规范案卷。王勇熟练掌握了办案

要点，对待办案程序稳妥，步骤清晰，案卷工

整，业务娴熟，专业能力没话说。法制部门在

审核中专门对王勇提出表扬称：“他的案子没有

挑出一点问题”。

　　6月12日，张某持刀伤人案移交到合肥站派

出所。王勇主动请缨，对接医院提取受害人就诊

病历，走访询问列车旁证，积极开展各项侦破工

作，大家看在眼里，纷纷伸出大拇指表示“服！”。

　　合肥火车站日平均客流量达2.7万人，日高

峰客流量可达7.6万人，每天的大事小事不断。王

勇从警33年，始终扎根一线，因工作能力突出，

曾荣获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6次，嘉奖2次，获

得全国公安机关“我为群众办实事”成绩突出个

人、上海铁路公安局十大文明执勤标兵、上海铁

路局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2020年8月，为更好地

承担合肥火车站站区治安管理、打击违法犯罪

活动、协同客运部门做好铁路旅客乘降秩序维

护等工作，合肥铁路公安处以合肥站派出所窗

口单位为示范点，成立了以王勇名字命名的“王

勇警务室”。

　　“这是激励，更是鞭策。”王勇在站内设立了

“王勇警务室”服务台，向旅客做出“最快出警、

最佳治安、最优状态”的承诺。

　　一个小小的警务室能起多大的作用呢？王

勇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警务室在旅客群众眼

中的口碑。一方面，他积极对接地方，针对火车

站惯性治安问题和舆情多发的新变化建言献

策，与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火车站

辖区巡查，通过多方合作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

旅客群众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提升火车站整

体形象。另一方面，王勇积极对接救助站、医院

等服务部门，在遇到困难旅客时，及时就医和救

助，通过快捷的方式为旅客群众提供服务。在王

勇的带领下，警务室运转得井井有条。

　　有一次，旅客吴某到合肥站派出所报警称，

自己在K92次列车上丢失黑色双肩包和黑色手

提包，里面装了非常重要的考研资料。报警时，

吴某情绪特别激动，王勇在安抚对方情绪的同

时，迅速调取视频，又电联沿线车站和列车长，

查询是否有列车移交背包与提包，均没有结果。

但王勇没有放弃，留下吴某联系方式，继续开展

工作，对接各个部门。次日，列车长在车上仔细

清理时发现了双肩包，核实无误后移交到合肥

站，王勇立即联系吴某，将双肩包快递给她。

　　“本来觉得希望渺茫，拿到双肩包后，非常

感动。”吴某还特地赶到合肥站，送锦旗表示

感谢。

　　王勇帮了很多人，他碰到困难旅客，会尽力

援助再送到救助站；为着急的父母找到青春期

离家出走的孩子，又不厌其烦地为他们上心理

疏导课；经他调解的矛盾纠纷，无论多难，当事

人竖起大拇指，说他总能劝到心坎里……而表

达感谢的锦旗，王勇收到了很多，每一面，都是

他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赞赏，每一面

都是旅客群众对他的肯定，每一面都是倾心尽

力地反馈。

　　王勇常说，群众来找他们，是因为他们穿的

这身警服，这一身代表着责任和担当，绝不能

辜负。

　　

　　图① 王勇(右)在指挥室指挥调度。

　　图② 王勇（右）在警务室与前来求助的旅

客进行沟通。

　　本报通讯员 钱立珍 摄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金倩如

　　

　　“首届全国检察机关控告申诉业务竞赛标

兵”全国第二名。今年9月，金华市人民检察院

控申部门干警王艳，代表浙江省检察机关在全

国比赛中取得了最佳成绩。

　　短短两年时间，王艳从转岗到控告申诉

部门之初的不习惯、不适应，成长为能够独

当一面的全国标兵，其间她接待处理了400

余件群众信访件、办理了50余件控申自办案

件，两个案件分别获评省级控告申诉精品、

典型案件。

老信访户送来一面锦旗

　　“不在于案子结果如何，只因为你的耐心

细致让我很感动，没有东西可以表达心意，就

做了一面锦旗。”接过老陈手中写有“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锦旗的那一刻，王艳再次感受到

这9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今年初，老陈拄着拐杖在妻子的搀扶下来

到金华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他此次

前来是因为不服一起20年前的生效民事判决，

老陈这20年来不断信访，而法院已经作出涉诉

信访终结决定。老陈希望检察机关能够启动再

审监督。

　　王艳耐心听完老陈诉求，仔细查看了所有

的书面材料，发现该案已由民事检察部门作出

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根据相关规定不再受

理。尽管如此，王艳还是将本案中涉及的法律

关系一一向老陈解释了一遍，向老陈详细说明

不受理案件的原因，并留下了老陈的手机

号码。

　　“您二老要保重身体，放下诉累安享晚

年。”接访中，王艳还不忘问候老两口的身体情

况，宽慰两人。临了，王艳将老陈夫妇送到

12309检察服务中心门口，还将办公电话告诉

老陈，嘱咐他有事随时联系。

　　真切的关怀，让老陈“破了防”。“王检察官

不仅道理说得明白，也没有因为我是老上访户

而区别对待。”虽然案件没有被受理，但老陈的

心里却感到暖意融融。

　　“我们有心的一些话语，无心的一些举动，

虽然并不一定能帮助解决实际诉求，却能让信

访群众感受到我们真切的情感。”老陈的再次

“来访”，让王艳切实感受到了“我把群众放在

心上，群众把我记在心上”的真谛。

当事人常给她“朋友圈”点赞

　　“王检察官，恭喜你获得全国标兵，为你点赞！”“王检察官，立冬

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在王艳的微信对话框和朋友

圈状态里，经常会有这样一位特殊案件当事人的身影，他是一名国

家司法救助对象。

　　2019年底，王艳等人到婺城区塔石乡参加基层服务活动时，偶

然听说有一位退伍军人盛某，因交通事故造成高位截瘫35年，依靠

八旬老母照料，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获悉该情况，王艳与部门负责人随即上门走访，确认盛某属于

因案致贫、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后，第一时间将线索移送给婺城区检

察院，开展两级联动救助，为盛某成功申请司法救助金7万元。因为

司法救助是一次性颁发，王艳还积极协调婺城区检察院推动该区民

政部门帮助盛某落实了低保政策。该案的办理，直接推动了金华市

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出台了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相关机

制文件。

　　“王检察官还主动加我为微信好友，经常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案件之外，王艳时常关心这位老大哥，而盛某也总在王艳的朋友圈

里点赞，默默送上祝福。

　　这些指尖流露的感谢、节日里的问候、朋友圈的点赞，既是被救

助对象感恩之心的体现，也是王艳工作中秉持“一次救助、长期关

怀”工作理念的体现。

每一起案件都办到极致

　　从检11年，7年的基层检察经历，4年的市检工作历练，从反渎、

公诉、反贪、驻监到控申，王艳在多岗位的锻炼和多层次的磨砺中成

长，始终坚持把办案质量放在第一位。

　　2020年6月，王艳收到了一起特殊的申诉案，这也是她办理的第

一起刑事申诉案件。

　　申诉人杨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在看守所服刑

期间患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导致痴呆，民事行为能力丧失。其代

理人通过申请国家赔偿等途径依法维权长达8年，均未获得支持，后

代理人又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申诉。

　　王艳收到申诉材料后，当日即受理审查，经过对原案卷宗材料

全面审查，发现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无错误，且定性准

确量刑适当。

　　“申诉人不服原审判决只是表象，个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

理能力、家庭负担沉重才是根源。”经过对案件的复盘深探，王艳认

为不能以一纸冰冷的审查结果通知结案，及时向领导报告并提出

意见。

　　之后，王艳先后6次与分管领导一起接待代理人，当面听取意

见，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程序合法性、国家赔偿等方面，从法律

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梳理案件争议焦点。为打开申诉方多年心结，决

定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对该案公开审查。

　　听证会邀请了省、市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市政协委员、律师

代表等11人参加，同时邀请一名法学专家进行现场解答。听证会还

通过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连线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四级检察机关

进行网络直播，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报道。

　　听证前，王艳全面梳理原案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制作形成一

套包含案件基本情况及法律法规的听证材料，会前一周送交给听证

员，确保听证员提前充分了解案情。

　　结合公开听证评议意见，检察机关启动两级联动救助，给予

杨某司法救助金人民币6万元，公安机关通过救助途径一次性为

杨某争取补助金人民币17万元，用于帮助其后续治疗和改善

生活。

　　听证会后，代理律师胡远春对检察机关公开听证的做法表

示信服，申诉方对刑事申诉审查结果予以接受和认可，自愿息诉

息访。

　　“怀着深厚的感情开展控告申诉工作，以专业的水准和真诚的

态度赢得当事人信任，这是做好控申工作的基础。”如今，面对“天下

第一难”的群众信访工作，王艳也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两年的时

间，她切身体会到了群众信访工作的不易，也在工作中渐渐找到获

得感和价值感。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王汝福

　　

　　从美术老师到禁毒警察，从派出所、四

警合一警务大队到禁毒大队，从化解家长

里短到惩奸除恶，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武

陵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潘鑫，用13年时间，以4

次个人三等功和3次政府嘉奖、5次公安嘉

奖，完成了“弃笔从戎”的蜕变，用“刀尖行

走”践行了新时期禁毒民警的忠诚使命和

担当。

第一次受重伤

　　2014年1月31日，大年初一晚上，有群众

报警称在市城区某酒店，一伙男子醉酒后

寻衅闹事。当潘鑫和同事赶到时，七八个人

打成一团，现场混乱不堪。

　　见民警到来，一伙人情绪更加激动，

“战火”升级，一致对“外”。有的言语挑衅、

推搡潘鑫两人，甚至企图抢夺他们的配枪。

“不敢多想，职责所在，必须控制住！”潘鑫

和同事赶紧上前“灭火”，但酒劲上头的一

伙人，竟开始围殴潘鑫两人。

　　“脑袋嗡的一声，血就顺着眼角流下来，

眼前鲜红一片。”混乱中，潘鑫的脑袋被烟灰

缸打中，顿时瘫倒在地、血流不止。这伙人见

状，把潘鑫困在房内，将同事打出房门外。

　　“砰！”眼看事态升级，同事立即鸣枪示

警。这伙人却悍不畏死，又跑出去抢同事的

枪。潘鑫趁机退出房间，在走廊与他们对峙

起来。这时，派出所派了两名民警赶来增

援，但因寡不敌众，潘鑫4人被分散殴打10多

分钟，直到30名巡防队员赶到现场，才将这

伙人制服。

　　随后，潘鑫被紧急送往医院，眉角缝了

8针，经鉴定为轻伤二级，休养了两个多月

才重回警队。如今再看，这眉角的疤痕微微

泛红，已长成最美“勋章”的模样。

第一次直面死亡

　　“快来人啊！儿子把爸爸砍死了！”2015

年5月9日，有群众报警称在老供销车队宿

舍，一男子砍死了自己的父亲，欲引爆煤气

罐自杀。

　　潘鑫和同事赶到现场时，门窗紧闭，多

次敲门均无回应。潘鑫联系辖区派出所安

排两名民警赶来支援，经过一轮敲门询问，

还是无人回应，但贴耳倾听，房内有人活动

的细微声音。

　　潘鑫4人商量后破门而入，果断将屋中

一名手握菜刀的年轻男子制服。现场一名

老人仰坐在洗衣机旁，上半身布满刀痕，已

停止呼吸。后经查证，该青年男子系老人儿

子，老人老年得子甚为溺爱。当日，男子向

老者索要现金被拒后，将房内物品一通乱

砸，老者抵抗时，被其打死。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案件，那个青

年已打开了煤气，如果发生爆炸，后果不堪

设想。”这样的后怕，潘鑫又经历了无数次。

铮铮警魂就这在无数次的后怕中，打磨得

熠熠生辉。

第一次开枪

　　派出所、四警合一的“副本”通关后，潘

鑫调入禁毒大队。

　　2017年5月25日，大队接到线索，有一名

毒贩正驾驶一辆携带大量毒品的小汽车行

驶在市城区人民路一带。抓捕中，毒贩负隅

顽抗，驾车疯狂冲撞警用车辆。千钧一发之

际，潘鑫开枪打爆了车胎。随行民警将犯罪

嫌疑人当场抓获，缴获毒品26.4克。

　　“开枪过后，手会抖，但心更加坚毅。”

寥寥数语，只能概括潘鑫日常工作的“冰山

一角”，更多惊心动魄藏在了那些人数和克

数背后：2020年，主侦办理黄某、许某运输毒

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查获毒品冰毒

1000余克；主侦费某、余某等人系列贩卖毒

品、容留他人吸食毒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6名……

　　此外，潘鑫还承担了武陵区83家易制

毒化学品企业的监管工作，2020年核发购买

证492次、运输证263次，现场核实检查易制

毒化学品企事业单位100余次，责令整改15

家，行政处罚5家。

　　从派出所的琐碎，到四警合一的突发，

再到禁毒一线的惊险，三个“副本”，一路

“通关”，练就了这样一位勇敢、忠诚、担当

的人民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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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鑫：13年通关铁血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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