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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文/图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张雯琇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

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们是我守护的

四月天。”

　　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郭竞雄给

孩子们的真情告白。

　　郭竞雄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未检负

责人。

　　在郭竞雄看来，未检工作不仅充满爱，

更是一项充满智慧和耐性的伟大事业。自

2016年参加工作以来，这名90后检察官用心

用情办理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被孩子们

亲切地称为“熊姐姐”。

从心开始

　　喜欢开灯睡觉，不愿上桌吃饭——— 这个

男孩被父亲称为“怪胎”。男孩自小父母离

异，和精神状况极不稳定的母亲生活在一

起，常遭家暴，后被接到父亲处。在这个新组

建的家庭里，男孩常常无所适从。

　　后来，男孩交了一个家庭同样困难的女

朋友，为了不额外向父亲索要生活费，开始

流窜盗窃……

　　初次讯问男孩时，郭竞雄敏感察觉到他神

态和言词中的伪装，她知道男孩并不“坏”。

　　郭竞雄联合专业心理咨询师持续为男

孩进行阶段性心理测评、疏导，为监护人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现在，男孩已回归家庭，重

返学校。

　　“我希望从他们的心理疏导人逐渐成为

情感维系着的朋友，同时要有司法人员的权

威性，这种距离和感觉的把握非常微妙。”郭

竞雄说。

　　柔和的灯光、米色的墙、黄色的沙发，随

处可见的布偶……在东湖高新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办案区，郭竞雄和同事们精心布

置了一个儿童房。

　　对检察官而言，办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

件，又是一大挑战。郭竞雄不提倡对受性侵

儿童做直接询问，更禁止引导儿童直述受侵

害过程，还会防范被害儿童因为家长难过而

自我谴责——— 她认为这都是对孩子的二次

伤害。

　　询问时，郭竞雄会递给孩子一个熊猫玩

具：“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事，能不能在这个

玩具上为我比画一下？”

　　“我们都喜欢这些玩具，但有的人不爱

惜，不停掰扯就掰断了，你觉得这是小熊猫

的错还是那些人的错？”

　　“是那些人的错。”

　　“是的，小熊猫没有错。所以，宝宝你也

没有错，妈妈很伤心是因为觉得没有照顾好

你……”

　　儿童房外设有沙盘，有的孩子比较拘

束，不愿说话，郭竞雄就陪着他们“玩玩沙”，

“三四个小时的玩耍，他们会放松下来，很多

说不出来的话都会说出来。”郭竞雄说。

　　“当你真正和孩子们走近后，他们就会

喜欢你、接纳你、信赖你、期待你。这个工作

压力非常大，却完全无法舍弃，只想着往深

里做、往广里延伸。”郭竞雄说，这是未检工

作最动人的地方。

悉心帮教

　　谈起小磊的坎坷命运，郭竞雄唏嘘

不已。

　　16岁的小磊因生活困难，盗窃智力有障

碍工友2万元，几天就花光了。请专家为小磊

做心理测评后，郭竞雄发现他没把钱用在吃

喝上，而是买些小家电装饰自己的出租屋，

“希望有个家的氛围”。原来，小磊父亲早逝，

母亲改嫁后又生重病，小磊一直跟外婆

生活。

　　“由于长期缺乏家庭管教，小磊生活习

惯、心理状况都存在问题。”郭竞雄说，征得

小磊和外婆同意后，他们把小磊送到了湖北

长江电气有限公司，希望企业选出一位品行

正直、有责任心的中年人做小磊的技能师

傅，同时选一名年龄相近、活泼开朗的工人

做小磊的朋友。

　　2018年，东湖高新区检察院未检部门与

长江电气合作共建，成立“心港湾”未成年人

观护基地。这是武汉市唯一一家检察院与爱

心企业共同建设，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就业

指导、合适陪护人陪护及心理行为矫正的

基地。

　　在“父亲”般师傅、“哥哥”般朋友的帮助

下，小磊成为公司正式职工，用自己的工资

偿还赔偿金。

　　对涉案未成年人，检察官们并不是“一

送了之”。

　　“小磊刚到企业时，一有问题就给我发

微信，有时候我没及时回，他就觉得很沮丧。

我说，要不你给我写信吧，把问题都写进信

里。”郭竞雄说，每次收到信，她都会认真

回复。

　　现在，越来越多涉案未成年人和小磊一

样，给郭竞雄写信，信件的开头都是“亲爱的

熊姐姐”。

　　他们向郭竞雄分享自己在这段特殊经

历里的所思所想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的

还会祝她“早日找到另一半”。

　　郭竞雄喜欢收到孩子们的信，也喜欢回

信，她享受这种被信赖的感觉。在她看来，写

信是“不经意”引导涉案未成年人深度思考

的小诀窍。但郭竞雄想要的不是片刻的感

动，而是写信人对人生的珍惜和生命的成

长。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在不断成长。

真心回归

　　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遭受不

法分子侵害背后，往往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等

共性问题。

　　小董与几名朋友在网吧上网，因琐事与

社会人员发生口角、打斗，后将一人打成轻

伤。针对小董及其他多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所在家庭失管的情况，郭竞雄和同

事们制作个性化督促监护令，同时委托心理

专家开展亲职监护系统测评、家庭访谈，并

针对测评结果给予家长针对性管教建议。

　　“回归家庭才能回归社会，只有建立稳

定健康的亲子关系，涉罪未成年人才能最终

回归社会。”郭竞雄说。去年，东湖高新区检

察院对全年3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进行回访式家庭教育指导，以类案未成年人

心理跟踪分析和互动分享，坚定家长们改变

管教方式的决心。郭竞雄记得，在一次亲职

教育课上，授课的心理咨询师要求家长写下

对孩子肯定的表扬。一位家长刚开始无从下

笔，后来念信时一度哽咽感慨：“其实你是这

么好的孩子，原来给你造成最大伤害的人是

我……”

　　除开展心理疏导，东湖高新区检察院还

和街道做共建，请街道为涉罪未成年人家庭

提供志愿者职位。

　　“亲子共同开展志愿活动，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氛围，有助于修复破损的亲子关系。”

郭竞雄说。

　　“浩然正气，未来可期”“以梦为马”“辉

光日新”……郭竞雄为每个涉案未成年人建

个微信帮教群，这些群名都是她精心构思

的，里面嵌有孩子的名字和她的期寄。

　　这样的微信群，郭竞雄有20多个。刚开

始，她帮教成功一个，就关掉一个，“感觉松

了一口气”，现在她将群都留了下来。

　　郭竞雄告诉帮教成功的孩子：“这个群

永远都在，你什么时候想和我分享，欢迎和

以前一样，随时写信给我。”

　　图① 郭竞雄（中）到长江电气走访

座谈。

　　图② 郭竞雄看涉案未成年人给她写

的信。

郭竞雄：用心守护人间“四月天”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刘志军，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阿克苏站派出所所长。

　　24年的从警生涯中，刘志军扎根基层，以所为家，先后荣立个人一等

功1次，个人二等功2次，个人三等功5次，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全国公安机关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称号，被公

安部铁路公安局授予“全路公安优秀所队基层干部”称号……这些荣誉，

伴随他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大家眼中的硬核所长。

“那时就怕半夜电话响，担心线路出问题”

　　回想起2010年中秋节那天，到阿克苏站派出所上任的情景，刘志军

历历在目。

　　阿克苏所辖区全段线路193.029公里，铁路线路穿越人口密集的村

庄，周边棉花地动辄数千亩，每到秋收时节，大量外地采棉工聚集在线路

两侧摘棉花。当地居民习惯散养骆驼等大型牲畜，双侧防护网覆盖路段

仅有4公里，铁路线路非常容易发生人员、牲畜上道的问题，不仅如此，还

不时有醉汉深夜里误入线路……

　　“那时，只要半夜电话响起，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就怕线路出问

题。”刘志军为自己设定了工作目标：实现全年线路危及行车案事件“零

发生”。

　　结合自然环境恶劣、管辖线路长的实际，刘志军联合铁路单位、地方

政府以及散养大型牲畜的牧民，不断健全路内联合巡查、机车相向添乘、

治安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施工安全管理、牧主机动巡视“一报五查”等

机制。

　　通过改进完善线路巡防模式，发挥“调度指挥+民警巡视+牧主巡逻+村民巡线＋夜间

巡逻”的“五位一体”巡防模式，真正做到了“预防问题先一步，发现问题早一步，处理问

题快一步”，在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中，实现了危及行车案事件、铁路交通事故

“零发生”。

　　而当地村民、散养大型牲畜牧主从一开始的不重视、不配合，到如今的主动作为，自

发巡查铁路线，在刘志军的带领下，阿克苏所铁路线路伤亡事故逐年递减，线路治安工

作完成了从弱到强的转变，创造了阿克苏所自成立以来线路治安实现“四无”安全天数

的历史新高。

“我是铁路民警，必须要坚守在那里”

　　阿克苏市扼守新疆南北疆交通要隘，每天有近100趟列车从阿克苏所辖区通过，要保证

列车平安通行，全年线路危及行车案事件“零发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夏季汛洪期铁路路基容易被洪水冲塌，自驾游旺季总有游客爬到铁路上拍照，沿线的施

工点、施工单位和牧民要一一叮嘱，还要提防“随心所欲”的野生动物误入铁路。

　　2019年8月傍晚，刘志军接到警情通报：辖区线路K1037公里处铁路大桥路基被洪水冲

垮。刘志军第一时间带领民警到达现场，此时铁路相关责任单位已到位，正在排除铁路路基

下淤积的洪水。他迅速指挥民警做好外围警戒工作，维持抢救现场秩序。

　　为防止周边群众聚集出现人群拥挤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及可能发生的不良连锁反应，刘

志军果断走上事发地钢轨，全面监测铁路周边情况。

　　随着洪水排出，铁轨下逐渐露出横向直径十几米的巨大深坑，此时，铁路部门职工发现，

用于固定桥面钢轨的圆包头已损坏，意味着此时的钢轨无任何有效支撑，而站在钢轨上的刘

志军随时有可能因钢轨失去平衡坠落，只能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这一站，就是5个小时。直到钢轨全面加固完成，刘志军才下到地面。

　　事后，当同事问起是否感到后怕时，刘志军笑着说：“没什么好怕的，我是铁路民警，我必

须要坚守在那里。”

“我们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坚守和奉献”

　　“我能过上现在的生活，铁路派出所的亲人们特别是刘所长给了很大帮助，铁路的事就

和我家里的事一样，我要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他们。”在刘志军帮助下脱贫的义务巡线员阿力

木·萨依木说。

　　2010年，刘志军刚赴任阿克苏站派出所所长，在深入辖区喀拉玉尔滚警务区熟悉线路环

境时，遇到了住在废旧工房里的阿力木·萨依木。刘志军主动上前搭话，得知阿力木家住阿克

苏地区温宿县，家中仅有6亩薄地，父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

十分拮据。阿力木便在农闲时节从温宿县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五团的果园里打零

工，晚上在废旧工房中凑合着休息。

　　自此以后，刘志军每次到喀拉玉尔滚警务区巡查线路时，总要借道去看一看阿力木，为

他送去一些米面油和生活必需品。

　　这一帮扶，就是11年。

　　2011年，在征得阿力木同意后，刘志军积极协调温宿县委政法委，将阿力木夫妻招入巡

防保安队伍，并协调喀拉玉尔滚车站解决了夫妻俩的食宿问题。

　　幼女突发高烧、父亲重病到乌鲁木齐市就医、大女儿就近上学……这些阿力木家里的难

事，刘志军忙前忙后帮助解决。

  2020年2月，为了帮助阿力木致富，刘志军联系红旗坡农场苹果园的苹果种植技术人员，

推荐阿力木前往学习果树修剪嫁接和栽培技术，同时积极协调喀拉玉尔滚货场，将其聘用为

保安人员增加收入。

　　如今，阿力木在五团安家并承包了10亩苹果园，家庭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万元。

　　寒风中送温暖或许不难，但要让温暖不降温，坚持十余年，着实不易。

　　11年间，刘志军带领全所民警累计帮扶贫困群众22人，协调农业技术人员开展种植、养

殖培训20余场次，帮助农户种植、嫁接新品果树6000余棵，开展助学、助困帮扶活动40余场次，

帮助26名困难群众协调解决了就业问题。

　　“去年一共就回家了2次，不足20天。”刘志军说：“每当过节时也很想回家陪伴家人，但我

们选择了这份职业，就是选择了坚守和奉献。”

　　

  图① 刘志军（左）在铁路线路两侧查看防护网。

  图② 刘志军在施工现场向工人讲解铁路安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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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盛蕾

　　

　　初见魏建军，略显黝黑的面庞总带着腼

腆的笑容，谈起半年前结束的那段援藏经

历，眼中依旧熠熠生辉，丝毫看不出他的右

眼因陈旧性视网膜脱离症正在治疗中。

　　身为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地区人民检察

院派驻浦口监狱检察室主任、四级高级检察

官，魏建军曾先后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执检

条线“优秀办案检察官”，全省检察机关“优

秀办案检察官”，全省“共建共管共保平安”

活动先进个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2021年4月1日，魏建军接受了一项特殊

任务——— 援藏6个月。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

备，当飞抵拉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头痛、

眩晕、心悸、气短的高原反应接踵而来，强忍

着身体的不适，他一路颠簸到达援助单位

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即刻投入到繁忙的工

作中。

　　4月6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以

18名援藏干部为骨干力量，对辖区内所属的

4个监狱和一个未成年人管教所展开巡回检

察，组建五个巡回检察组。魏建军担任第五

巡回检察组组长，和其他4名同志一起负责

巡回检察自治区某监狱工作。

　　那是自治区辖区内距离拉萨最远的一

所监狱，单程要8个多小时车程。监狱虽然在

押罪犯不足500人，但却有汉族、藏族、彝族、

门巴族、壮族等10个民族，民族习惯更是不

尽相同。

　　在实际摸排后，魏建军提出将巡回检察

工作定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监狱的教

育改造、狱政管理、刑罚执行、生活卫生等工

作进行常规巡回检察；第二阶段是对监狱30

年来的“减假暂”案件进行专项巡回检察。经

过商量后，魏建军所在的小组决定以狱政管

理、教育改造以及“假减暂”案件检察为重

点，明确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制定

巡回检察任务清单。

　　定下方向后，魏建军带领着第五巡回

检察组开始了紧张艰苦的调查、阅卷工作。

针对发现的问题，向监狱发出检察建议和

纠正违法通知书各4份，并就相关职务犯罪

问题线索专门向自治区检察院进行了汇

报。此后，自治区检察院综合五个巡回检察

组带回的职务犯罪问题线索，决定成立专

案组 ，由自治区检察院统一交办 ，异地

管辖。

　　2021年9月，根据安排，第五巡回检察组

又加入阿里地区办案组，协助共同侦办职务

犯罪案件。魏建军作为第五巡回检察组组长

参与专案，并担任了阿里地区办案组的副组

长，开展案件侦查工作。此时，魏建军感觉到

自己的右眼似乎在白天也无法看清电脑中

的文字。“就像是在眼睛前蒙了一层薄纸，看

什么都有一种朦胧美。”魏建军笑着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的他，怎么

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失明。

　　就这样，魏建军忍着双眼不适，和组员

奔波在拉萨、成都、西安、林芝、波密、察隅之

间。有时候，为了获取一个有价值的证据，连

续赶路五六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在阿里当

地检察机关和第五巡回检察组的共同努力

下，专案办理进展顺利。阿里办案组率先立

案，打开案件突破口，锁定犯罪嫌疑人，为系

列专案的侦办开了个好头，牵头主办的案件

被列为中央督导组和区党委重点督办案件

之一。

　　秉持着办案就要办成铁案的决心，魏建

军主动申请延长援藏时间，和组员们一起在

雪域高原的高山峡谷中、崎岖山路上、林间

小道旁、牧民毡房中都留下过足迹，也经历

过塌方、雪崩，修路的险情，下车办案，晚上

加班理案情，只能在路上小憩一会儿，更无

暇顾及愈发严重的眼疾。直到今年1月，魏建

军做好案件扫尾工作返回南京。

　　目前魏建军已完成第一次手术，正在家

中休养。经诊断，魏建军患有陈旧性视网膜

脱离症，因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右眼视力

目前仅有0.01。

　　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魏建军都咬牙坚

持。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之前，魏建军在军营

摸爬滚打了15年，这段军旅生涯锻造了他的

意志和精神。2004年从部队转业后，他进入南

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2013年12月调动至刑事执行检察队伍，

魏建军先后参加了16轮次对南京地区七家

监狱的常规巡回检察，还参加了江苏省人民

检察院对洪泽湖监狱的交叉巡回检察，是一

名资深“巡回检察组”成员。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就是要将刀刃向

内，通过依法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

督，进一步促进执法规范化，查缺补漏，保障

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魏建军告诉记者。

　　成为驻监检察官后，每天上班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开信箱。“有的监狱有30多个监区，

天热的时候走一趟下来整个后背都会被汗

水浸湿，但这就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就得做

实做好。”魏建军说。

　　面对不断更新的政策法律法规，魏建军

也在不断跟进学习，为罪犯释法说理，让他

们了解最新的政策法律。自2014年以来，魏建

军先后被派驻至高淳监狱、金陵监狱、浦口

监狱，累计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2144件，对137件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监督

意见均被监狱采纳。

　　在魏建军看来，10个月的援藏经历是

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高原环境、不同

的民俗、语言，既为这一段经历增加了困

难，更加磨炼了意志。在提及之后工作时，

魏建军笑着说：“只要条件允许，要继续为

祖国的检察事业贡献微薄之力，守好这片

方寸之地。”

魏建军：职责所在当守好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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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援藏期间，魏建军（左三）与组员边吃饭边交流案件办理情况。                           资料图片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