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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未检工作是个匠心工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素养，更要将法、理、情融入

办案的过程中，让每个案件涉及的孩子都能感受

到法律的温度。”谈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河

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一级检

察官张园园若有所思地说。

　　“张园园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在全省首开将司

法社工引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之先河，通过设

立司法社工工作站，推动建立健全未检工作社会化

支持体系。”金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梁运芳介绍说，

因业绩突出，张园园获得“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河南省优秀共青团员”“郑州市金水区巾帼建功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5个涉罪孩子考上大学

　　“当看到那些涉案孩子稚嫩的脸庞和家长焦

虑、无奈的眼神，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的。”张园园说，她曾办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诈骗、

传授犯罪方法案。当第一次见到年仅17岁、读高三

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小吕时，那稚嫩的脸庞和充满

警惕的双眼令张园园痛心。

　　小吕从朋友那里学到利用虚假快递单号退货

后，累计骗取购物退回款8445.53元。他认为自己只

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了平台“七天无理由退换”规

则，还将该方法传授给其他4个关系不错的同学。

　　“全面了解他们的家庭教育模式和成长环境，

才能科学分析出其犯罪原因，找准帮教点。”为充

分了解这些孩子犯罪的原因，张园园在审查逮捕

期间带领专业司法社工对小吕等人开展了全面的

社会调查及心理测评。

　　经审查，涉案5人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

轻，案发后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赃，取得了被害

人的谅解。依据有关量刑指导意见，综合刑期应为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然

而对于小吕能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却存在争议。

小吕涉嫌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司法实践中，

对犯数罪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因缺乏明确的

法律规定且存在办案风险而很少适用。张园园认

为，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刑罚的预估要充分

考虑“教育、感化、挽救”的需要及量刑的特殊性，

存在数罪情形时，应全面综合考量犯罪事实、性质

和情节以及认罪认罚等情况，综合小吕的悔罪表

现和犯罪情节，她提请检察长对其适用附条件不

起诉，并决定用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社会各界对

该案的看法，确保法律适用正确。

　　经过公开听证，金水区检察院依法对小吕等5

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6个月。

　　“监督考察期内，考虑到5人正在备战高考，在

尽量不影响他们学习的情况下，我采取线上线下结

合的帮教方式对5人开展帮教工作。”张园园说，针

对因家庭责任缺位导致小吕等5人对法律缺乏基本

的认知和敬畏这一共性，她鼓励5人在每月一次的

法治读书交流会上，以“朗读者”的身份分享自己的

法律知识学习心得，切实提升自身法治意识。

　　“为了确保帮教落实到位，我们继续追本溯

源，围绕家庭破裂、亲情缺失、交友不慎等差异化

因素，分别设置个性化帮教措施。”张园园说，比如

小吕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常年在外奔波，导致家

庭功能弱化、亲子关系疏远。他们就安排了司法社

工和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小吕母子进行心理评估和

引导，制订追寻家族故事、追忆成长历程的教育矫

正方案，帮他们母子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重建健

康的亲子关系。

　　2020年高考前夕，在父母、社工及其他帮教单

位的共同见证下，张园园向小吕等5人宣告了不起

诉决定。

　　“姐姐，我考上大学了！我不会再做违法的事

了！”2020年8月底，张园园陆续接到了5个孩子被大

学录取的喜讯，其中3人还被一本院校录取。

鼓励涉罪孩子变成“更好的自己”

　　“帮教、挽救涉案未成年人，不仅需要司法机

关、家庭的努力，还应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把他们拉回到正道上来。”张园园对如何帮教

涉罪未成年人有更多的思考。

　　未成年人小白和小龙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

安机关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张园园在办案中发

现，两人都是在校学生，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悔罪，

具有自首情节。她向领导申请，引入专业的司法社

工对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区环

境、犯罪原因等进行客观评估和深入调查。

　　结合司法社工的调查意见，检察机关依法对

小白、小龙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张园园发

现，根据社会调查，两个孩子已经给自己贴上了

“犯人”的标签，有自暴自弃的心理和行为。为了帮

助两个孩子从心理上撕掉标签，激发其自身向上的

潜能、矫正不良行为，她与司法社工一起专门为他

们制订了个性化帮教方案。司法社工邀请两人作为

志愿者参加社区为留守儿童开展的“四点半课堂”、

困境儿童帮扶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30余次。

　　渐渐地，两个孩子从最初的被动参与转变为

主动积极参与，并从两千余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金水区年度“优秀社区志愿者”荣誉称号。

两个孩子对张园园说：“我们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成

长，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通过这起案件，我认为可以将专业司法社工

引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张园园认为，专业

的未成年人司法社工，能够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角度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偏差行为，不断挖

掘、肯定他们的内在价值，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

己，激发自身潜能，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成长和回归

社会。在她的积极推动下，金水区成立河南省首个

“未检司法社工工作站”，由4名具有心理学、教育

学专业资格并掌握与未成年人沟通技能的司法社

工常驻工作站，协助检察机关开展社会调查、合适

成年人到场、心理疏导、心理测评、关护帮教、附条

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等工作，实现专业化办案和社

会化帮教的深度融合。

延伸职能传递法律关爱

　　“每年教师节，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位特别老

师的脸庞——— 我的‘法治老师’张园园检察官。入

学第一次法治宣讲课上、每学期的法律讲堂、毕业

求职前的普法宣传都有你的身影……谢谢你在这

些人生关键节点上的陪伴！”这是张园园办公桌上

一张卡片里的话。

　　“这是我担任法治副校长的一所大专院校的

学生寄给我的。这个孩子已经毕业工作，现在遇到

什么法律问题或者生活上的问题都会联系我。”张

园园说，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教育缺

位的家庭，家庭问题是导致孩子犯罪的重要原因。

　　张园园结合办案延伸职能，牵头联系共青团、

妇联、教育局等各界人士组建“手拉手法治宣讲

团”，为未成年人和家长开展法治教育宣讲及家庭

教育指导。宣讲团成立后，在全区70多所大中小学

校开展了系列法治讲座。此外，她还联合爱心企业

和爱心组织，建立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和家庭

教育指导基地，定期组织宣讲团成员开展专题法

治教育，邀请国学老师对家长开展夫妻相处之道、

亲子沟通方式的家庭教育指导。她还对办案过程

中发现的娱乐场所、网吧、宾馆等违规接待、容留

未成年人问题进行调查取证，建议检察长对相关

职能部门怠于履职进行约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做未检工作需要有恒心，它重在预防、贵在

能动、要在坚持。怕什么前路遥远崎岖？进一步就

有进一步的欢喜，在传递法律关爱、护航花季人生

的路上，我愿意继续坚守。”张园园感慨道。

检察官张园园：精耕“匠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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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下颌、脖颈处的伤痕，长约数寸，清晰

可见。

　　这些伤，是全凌雅在一次执勤中为保护

群众和队友而留下的。全凌雅是湖北省武汉

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水果湖街水果湖派出所

民警。

　　2021年11月5日，全凌雅接到线索，带着

安保队员林东广对辖区某宾馆一名外地来汉

可疑男子进行身份核查。

　　“我是水果湖派出所民警，请出示一下你

的身份证……”全凌雅刚亮明身份，男子突然

从房里冲出攻向她。她侧身闪开，脖颈处被利

器划伤。这名一米八几的男子手里握着长约

10厘米的硬刀片。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哪儿疼，只是有点

眩晕，蹲在了地上。”全凌雅回忆。

　　眼见男子要去伤害林东广和宾馆负责

人，全凌雅忍痛追下楼去。“别紧张，我们只是

查查你身份证，你把刀放下。”全凌雅站在楼

梯口，试图安抚他。

　　失去理智的男子挥起拳头砸向全凌雅太

阳穴，将她打翻在地。全凌雅迅速起身，冲上

去抓住男子握刀的手，反身扣住。缠斗间，全

凌雅脖颈、面部多处被划伤。

　　在林东广等人协助下，全凌雅将男子堵

在宾馆出口处。全凌雅一边与男子对峙，一边

冷静地请求支援、疏散群众。热心群众为她送

上毛巾，脖颈上的血仍不断往外渗。闻讯赶来

的增援警力制伏了男子，全凌雅被送医抢救。

　　经查，全凌雅全身多处受伤，有一处伤口

长达30厘米，距离颈动脉仅0.5厘米。整整4个

小时的手术，缝合了上百针。看着满头纱布的全凌雅，丈夫李爰

庆忍不住流下眼泪。

　　“遇到那种突发情况，我必须站出来。其实，当时只是看着吓

人，我感觉还好，失血应该不超过200毫升。”全凌雅说。多年军旅

历练，让这位浙江金华女子顽强坚韧。

　　1997年，18岁的全凌雅高中毕业，听说部队招收女兵，她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军校毕业后，她被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广

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

　　在神经外科工作的6年时间里，全凌雅每天都要经受考验，

“最忙的一个夜班，抢救了3个危急病人，不停地进行胸按压、接

呼吸机、注射药物，从凌晨1点一直忙到早上8点。”

　　2008年，全凌雅从部队转业至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站

前派出所，任内勤民警。站前派出所辖区除武昌火车站，还有3个

客运站，周边旅店、网吧、门店众多，治安情况复杂，出警任务繁

重。由于医护知识扎实，全凌雅很快成为所里特殊处警力量，总

是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一次，一名司机将公交车开到了站前派出所门口。原来，车上

有名乘客突发癫痫，口吐白沫，不停抽搐。正在值班的全凌雅带上

备用医药箱里的纱布卷，跟着司机来到车上。她将纱布卷塞进乘

客口中，将其平躺，掐其人中。不到一分钟，乘客停止抽搐，转危

为安。

　　与医护工作相关的警情，站前派出所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想

到全凌雅。

　　一外地男子在武昌火车站被人砸伤，需紧急开颅手术，站前

派出所民警一时联系不上其亲属。“我来！”关键时刻，全凌雅站

了出来，代伤者亲属签字。

　　伤者伤情很重，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全凌雅在医院悉心照

料数天。直至伤者亲属赶来，她才放心离开。

　　站前派出所里接到最多的是南来北往旅客的求助电话，全

凌雅用江南女子特有的温柔，抚慰他们的焦虑、排解他们的

忧愁。

　　2021年受伤接受手术后还不到1个月，“闲下来感觉很空虚”

的全凌雅便回归警营，继续自己的社区工作。

　　全凌雅负责的洪山路社区南苑片区是个老旧社区。社区里

有个废品回收站，春节期间每天不带着安保队员前去看看，她心

里不踏实；社区居民发生纠纷，不第一时间处理，她也放心不下。

　　洪山路社区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老伴离世后，担心其抱养

的子女贪图自己财产，长年固执地独居。全凌雅多次与社区工作

人员上门做工作。今年春节期间，老人儿子过来对其悉心照料，

母子间坚冰初融。

　　今年2月，武汉市再现新冠肺炎疫情，全凌雅和同事们一道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守护社区平安。

　　三八妇女节前夕，全凌雅获评湖北省三八红旗手，被公安

部、全国妇联表彰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

　　这一次，丈夫拉着她拍了一张合照：“你放心，我会一如既往

地支持你！”

□ 本报记者 黄洁 张雪泓 文/图

　　

　　李博，34岁，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通州交

通支队长陵营大队事故组民警。在他办公

室的墙面上，挂着很多群众送来的锦旗。这

些锦旗层层叠叠，几乎要把墙面占满。有群

众在锦旗上写：“神探李博，办案神速”。

　　李博说自己担不起“神探”的称号：“我

只是觉得，有些老百姓一辈子可能就和警

察打这么一次交道。无论案子大小，我都得

认认真真办好，无愧他们的信赖。”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

响面广，案件侦破过程耗时以及耗费精力

巨大，是让事故民警头疼的案种之一。8年

前，李博主动请缨到大队事故组工作，先后

与同组民警侦破了一起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件。有时为侦破一起逃逸案，需要“访百人、

阅千卷、行万里”，他点滴积累，遍寻蛛丝马

迹，为群众讨回公道。

　　有一个案子让李博印象深刻。一位得

了癌症的中年妇女，由哥哥陪同来北京看

病。兄妹俩在马路边等车，站在外侧的哥哥

突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撞飞。来大队

做笔录时，这位大姐泣不成声。李博心里也

很难受，快速找到肇事者是对群众最大的

抚慰。事发时是晚上，他沿路查找监控，最

终找到了一段模糊的视频。

　　监控视频显示，当时，这辆轿车失控似

的撞向了当事人。李博从中发现了不寻常：

“司机不可能凭空猛打方向盘，这要么是酒

驾，要么是受到影响，要么是车辆失控。”李博

盯着监控寻找蛛丝马迹，最终在画面右下角

发现了情况。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监控右下

角，有灯光一晃而过。是另一辆车的车灯！李博据此

推断，事发当时应该是有另一辆车违法掉头，导致

司机躲闪不及，才撞向了路边那对兄妹。

　　调查结果验证了他的判断，违法掉头的司机

被找到，案件得以侦破。

　　案子破了，但工作还没结束。事故组面对的当

事人多是伤者，李博会经常到医院看望他们，留下

自己的联系方式。“我想让他们能随时联系到我，

能问到自己案子的进度，减少他们的担心或者对

抗情绪。”说话间，李博掏出了自备的工作手机，里

面存有几百个伤者及家属的微信，采访间隙，还有

家属在发微信给他。

　　事故组多是年轻民警，因为案件都是突发，需

要民警体力精力都要跟得上。“对我们来说，最难

啃又必须啃的就是监控，有的案子查找费力，有的

案子需要查找海量监控发现蛛丝马迹。”

　　李博介绍，很多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有监控的

可能照不到事发现场，有时则庆幸能利用到社会

监控。“很多商家或者店铺的监控有保存期限，对

于民警来说，要及时调取，保存证据，要把很多工

作做在前头，才能保证案件办理中每一个证据都

经得起推敲。”

　　为查清真相，有时，一起事故李博就要驱车数百

里，他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从不叫苦叫累。

　　去年10月，一辆垃圾运输车在长陵营大队管界

的高速路上遗撒石块，致十余辆机动车损坏，3人

受伤。李博立即带人前往现场勘查并到高速站点

寻找监控。一口气连续查看了十几个小时的监控

镜头，可几辆嫌疑车的前部号牌污损严重，根本

没办法识别。几位受损车辆当事人说：“肯定找

不到，太难了，警官您给我们出张认定书，我们

认倒霉了。”

　　可李博不打算放弃。他记下了每辆车的

特征，连续调取了一个月的进出记录，终于

发现了一辆嫌疑车，这次号牌清晰。当夜，

司机被传唤至大队，但他称，自己运载的是

树枝，已在河北霸州卸完车。李博驱车前

往霸州的卸货地，却还是慢了一步，垃圾

已被推入坑中，他一无所获。

　　回京后，李博继续前往高速服务站查看

监控，又排查了40余辆小车，最终通过目击者

提供的车辆特征，寻找到了嫌疑车辆。

　　面对监控、证人等大量证据，该车司机

及老板承认了其车辆掉落石块的事实，并

表示愿意承担全部受损车辆、伤者及高速

的损失。在拿到责任认定书的当天，十几

名当事人送来了锦旗，他们说，首都交警

是好样的。

　　李博说，一上午跑三四家医院看

望伤者、做笔录是他的日常。道路上、

高速路、监控室就是他的办公室。常

年风里来、雨里去，李博皮肤黝黑，

虽然刚满34岁，可头发已经脱落了

不少。

　　对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李博

心中颇感愧疚，他能陪伴妻子的时

间实在是少之又少，李博说妻子能

体谅自己，“我们交通民警的日常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群众，要对得起他们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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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东 文/图

　　

　　站上讲台，给中小学生

讲解毒品知识；担任吸毒人

员就业安置基地的解说员，

为前来观摩人员介绍基地情

况；也曾变身“大白”，奔赴抗

疫一线。虽然没有缉毒警察在

刀尖上起舞的飒爽英姿，但寒来

暑往，当了6年禁毒专干的蒋丽丽

依然初心不改。

　　在蒋丽丽和同事的努力下，目

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已建立

7个社区戒毒（康复）中心，6个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站，1个禁毒示范主

题公园，13所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全县吸毒人员近5年来持续下降到目

前的0.96%。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均达

到100%，戒断三年未复吸率达到90.24%，

禁毒工作整体向好、稳步推进。

　　蒋丽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成为禁毒

专干后接待的第一名社区戒毒人员，那是

2016年8月10日的午后，年仅17岁的露露虽

然打扮入时，但难掩稚气。通过谈话蒋丽丽

得知，露露因为父母离异无人管教而过早步

入社会，又因交友不慎被诱骗吸毒。

　　“这一刻，我心里只觉得惋惜、心疼。回想我

的17岁，是在校园里与同学嬉笑打闹，是在课堂上

听老师谆谆教诲，是在自习室埋头苦读的青葱岁

月。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露露变成一个积极阳光、

遵纪守法的好姑娘。”蒋丽丽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自此，蒋丽丽以一个姐姐的身份，邀露露吃

饭，带她爬山，也偶尔给她买件新衣服。慢慢地，在

潜移默化的关怀下，露露开始向蒋丽丽敞开心

扉，主动邀请禁毒专干到家里家访，接受社区医

务人员的帮助，为她和年迈的奶奶调理身体。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露露尝试学习医美、

纹绣。因为自身形象好，又肯吃苦，她在众学徒中

脱颖而出。6年过去，露露成立了自己的私人订制

工作室，不仅收入不菲，还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男朋

友。每每谈到这些，蒋丽丽满脸都是笑。

　　入职第二年，蒋丽丽的工作由社区戒毒康复人

员管控调整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永宁县共有42所

学校，在校师生总数近3万余人，每年春秋季开学后，联

合教育局开展“禁毒第一课”活动成了蒋丽丽的必修

课，没有教材，就自己查找资料，做PPT，力争让授课内

容易于被同学们接受。

　　为响应国家禁毒委“6·27”工程建设及自治区禁毒委

“双百工程”计划，闽宁镇第二中心小学被确定为“自治区

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的示范点。蒋丽丽和同事不

敢有丝毫懈怠，全程参与了学校禁毒教育基地建设、

禁毒课程计划，精心组织禁毒手抄报、征文、绘画比

赛，排练了禁毒小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舞

蹈《生活开满幸福花》。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翩翩

起舞，演绎了从吸毒前的纯真到吸毒后的疯狂，从健

康的体魄演变为佝偻的身姿，没有咆哮、没有号啕，

却让在场的人感动到潸然泪下。最终，闽宁镇第二中

心小学成为自治区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永宁县

迄今为止都依旧保持校园无毒品、学生不吸毒的良

好态势。

　　去年11月，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蒋丽丽和同

事穿上防护服、戴好护目镜，奔赴全新的战场。那段

时间，蒋丽丽以单位为家，工作不分昼夜，在望远镇

板桥村、银子湖社区等地，协助医护人员开展两轮全

民核酸采集工作。村里的老年人居多，不会使用“我

的宁夏”认证个人信息，蒋丽丽和同事们帮着老人操

作，每人每天操作手机数百次；还要不停维持秩序，

查看居民健康码……在方寸之地，蒋丽丽每天的微

信运动都在两万步。

　　就在当月，蒋丽丽父母居住楼栋单元因排查

出密接者，整个单元住户被居家隔离。因考虑到

蒋丽丽工作的特殊性，母亲并未将消息告知她。

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与母亲视频通话时，4岁的

小侄女告诉蒋丽丽：“姑姑，我可坚强了，每天护

士阿姨给我做核酸检测我都不哭鼻子，阿姨还夸

我了呢。就是出不去门，我好无聊，姑姑，你能来

看看我吗？”

　　“在我的追问下，母亲才说了实情，安慰我他们

都很好，叮嘱我好好工作，特殊时期，自己要做好防

护。那时候，我也已经在单位整整一周没有回过家，

想起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挂了视频我不禁泪

流满面。”蒋丽丽说。

蒋丽丽：“两毒”并禁

  图为蒋丽丽在集市开展禁毒宣传。
  图① 全凌雅查看辖区常住人口登记簿。

  图② 全凌雅带队在社区巡查。

本报通讯员 孙逊 摄

①

②

　　图为李博的办公室挂着许多群众送来的锦旗。

　　图为张园园

在为学生们上法

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