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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黄苗苗 王金艳

　　

　　黑框眼镜、斜刘海、表情呆萌……这是“盏心

姐姐”的卡通形象，她的原型是江苏省苏州市相

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的检察官助理张雨琦。

　　“盏心姐姐”是相城区检察院着力打造的未

检品牌，“盏心”意味着“点一盏心灯，照亮美好前

程”，也寄托着该院全体未检人员希望以真心换

真心，帮助未成年人踏上美好人生之路的初衷。

　　这其中也包括张雨琦。自2017年进入相城区

检察院工作以来，张雨琦始终深耕未检一线，用

真心爱心传递司法温度，锲而不舍推进提升未检

工作质效，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她获评

2023年度江苏省优秀法治副校长、入选江苏省未

成年人检察人才库，获评苏州市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优秀法治巡讲员”荣誉称号。

斩断“歪路”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涉及未成

年人的一切所有事项，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张雨

琦的工作笔记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刘是一名高三学生，成

绩优异，却因一念之差通过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

罪。在小刘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的前提

下，检察院最终对他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

设置8个月的考验期。

　　考验期开始之初，张雨琦在与小刘谈话时得

知小刘认为父母从小对他管教过于严厉致使他

内心叛逆，便立即联系社工将帮教重点转到家庭

教育指导上，并引导小刘正确表达自我，与父母

形成有效沟通。慢慢地，小刘与父母的关系越来

越融洽，并在考验期内顺利参加高考。

　　“大部分的涉罪未成年人本质并不坏，只是

在成长过程中走了‘歪路’。”小刘一案让张雨琦

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让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

件时将关注点从案件本身延伸至寻找案件发生

的更深层次原因。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期，好奇心强，但鉴

别能力有限，很容易因为一念之差突破行为底

线，或者成为犯罪分子的围猎对象，采取综合措

施帮助未成年人建立安全‘防火墙’十分必要。”

张雨琦说。

　　2023年，在协助办理一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的

案件时，通过与当事人多次交流后，张雨琦注意

到，部分未成年在校学生由于缺乏性知识，对性

行为的表现和后果缺乏认知，自愿与社会青年确

立恋爱关系甚至发生性关系。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张雨琦沉下心来，仔细

梳理了3年来十余起类似案件，分析了案件的共

同点和案发原因等，总结出一份校园性侵害预防

意见汇编，并向教育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

协助学校强化校园性侵预防教育。

　　同时，针对校外KTV、旅馆、酒吧等容易发生性

侵害的重点场所，张雨琦与同事一起依法开展行政

公益诉讼，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磋商函、检察建议

书等5份，推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综合整治。

普法有招

　　“当天晚上9时，你在做什么？有什么证人

吗？”今年5月30日，一场“fei一般的开放日”在相

城区检察院举行。师生们化身“检察官”，沉浸式

体验由真实案件改编的原创法治体验剧本。这场

开放日的主要策划人，正是张雨琦。

　　对于略显枯燥的法律条文，如何让孩子们从

“难懂”到“秒懂”？张雨琦将剧本推理融入其中，

自创了法治剧本《醉蟹疑云》，“检察官”们通过挖

掘关键证据线索、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层

层突破，最终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演得很过瘾，以前从没上过这样的法治课，

这样的体验很深刻。”相城区御窑小学学生小王

很喜欢这样的学法方式。

　　“小张是我们部门公认的‘点子王’。”这是该

院未检部门负责人卢雨佳对张雨琦的评价。张雨

琦不仅想出别具一格的法治剧本，还联合部门团

队利用VR技术在方寸屏幕间360度全景展示了未

成年人法治教育体验基地全貌，让未成年人足不

出户就能“云”学法。

　　如今参观者通过相城区检察院公众号进入

指定“空间”，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三维参观该院

犯罪预防教育基地的每个角落，通过手机转动镜

头、滑动屏幕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沉浸式体验。

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通过VR参观体验基地的人

数已经超千人次。

　　相对于新奇有趣的“掌上云普法”，张雨琦更

享受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真诚和幽默是她讲课

的“必杀技”。2023年9月，在苏州市检察院、市精神

文明办、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与法同行，

未来可期”苏州市检察官法治副校长校园巡讲

中，张雨琦作为苏州市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代表

为现场的350名师生上了一堂“120分”的法治课，

赢得了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行胜于言

　　从容而幽默的讲课风格不是一日练就的。

“第一次讲完课后，我手心里都是汗。”说起第一

次上台讲课，张雨琦记忆犹新。学生时期的她，并

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自2019年担任法治副校长后，

张雨琦知道自己有责任将枯燥法治课“变着花

样”讲给学生们听，让他们听进去、记在心上。

　　此后每一次讲课前，张雨琦都会仔细推敲教

案，找前辈、专家的课程学习改进，反复练习、不

停实践，张雨琦的普法课程逐渐有了自己的风

格，也越来越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们常常看到她

一个人在办公室自言自语，知道她正在练习讲课

呢。”同事尤学懿笑着说。

　　2024年1月，张雨琦第一次被邀请走进“苏周

到”App直播间，以相城中学法治副校长身份，为

全市中小学生送上寒假“法治大礼包”。

　　“直播比平时讲法治宣讲课更需要对知识熟

记于心，同时对个人的心理素质要求也更高。”得

知要直播后，张雨琦私下模拟一下，但当她拿出

稿子，发现根本不需要再去记忆，原来这些法律

知识早已滚瓜烂熟，完全能够脱口而出。

　　“这位检察官看着年龄不大，讲课口齿清楚、

逻辑清晰，真的是未来可期……”直播间的弹幕

上时不时弹出对检察官的点赞，最终，这场直播

有近60万人线上参与观看。

　　一次又一次的“第一次”，也让张雨琦的“普

法”舞台更加宽广。6年间，张雨琦的足迹遍布了

26所学校，开展过100余场宣讲，面对过数万名学

生，录制过10余部普法视频，改版过3次普法杂

志……这些数字的背后，也记录着张雨琦从一名

“未检小白”蜕变成“普法达人”的心路历程。

　　“我始终记得走出校门时，导师对我说，要坚

持‘行胜于言’。只要有一个未成年人因为我的讲

解，能够对法律多一些了解，我就会一直讲下

去。”张雨琦说。

  图① 张雨琦与卡通形象“盏心姐姐”合影。

  图② 张雨琦在普法课上与学生交流。

相城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 本报记者 石飞 文/图

　　

　　“妹子，要不是有你尽心尽力地开导和帮

助，到今天我都还是无所事事，没有一点生活

的勇气，认不得自己的人生方向。”到工厂上班

的第一天，社区矫正对象张某找到永仁社区矫

正管理局局长李丽菊感激地说。张某曾经是永

仁县一名社区矫正对象，曾经的他自暴自弃、

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永仁县社区矫正工作人

员没有因此放弃，通过不懈的努力，目前，重新

步入社会的张某月收入达到3000多元。

　　这是不久前，《法治日报》记者深入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采访时看见的一幕。

　　永仁县地处云南省北部，有汉、彝、傣、回、

傈僳等23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

64%，国土面积2189平方公里，97%是山区，特殊

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监

管形势严峻。李丽菊作为一名从事社区矫正工

作10年的基层工作者，通过不断创新和探索社

区矫正工作方法方式，积极推进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社区矫正监

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水平，用心用情让一个又一

个像张某一样的社区矫正对象从阴霾走向阳

光，重获新生。

立足本职，守好社区矫正安全底线

　　“通过你们的监管教育，我深深体会到遵

纪守法的重要性，感谢你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

机会，也让我有了重新融入社会的信心。如果

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辈子都会徘徊在低谷

里。”这是执行社区矫正后社区矫正对象殷某

的心路历程。

　　2023年7月，殷某因酒驾被永仁县交警大

队现场查获。2023年11月，永仁县人民法院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殷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23年12月，殷某

到永仁县社区矫正管理局报到，办理了入矫手

续。根据殷某的个人情况，社区矫正机构组建

了“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村

（社区）干部+村（社区）志愿者+家庭成员”的

矫正小组，制定了个性化、针对性的矫正方案，

并从“闻其声”“见其人”“慰其心”3个方面发

力，为殷某量身打造监管教育和帮扶内容。

　　殷某的经历，不仅是社区矫正对象走上正

途的正面典型，也是鼓舞李丽菊认真抓监管、

真心做帮扶的不竭动力。近3年来，永仁县社区

矫正管理局通过实施100%分类管理和100%个

别化矫正的举措，实现了零脱管、零漏管、零重

新犯罪的工作目标。

探索机制，全面提升帮扶教育水平

　　方某是永仁县社区矫正对象，在其执行社

区矫正期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家庭经

济收入明显减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最困难

的时候连电话费都交不上。

　　“那时候他确实过得有点艰难，我就想能

不能帮帮他。”作为方某的“监管者”，李丽菊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经过三番五次的走访和多

方协调沟通，方某终于进入永仁县幸福里产业

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幸福里”社区工作。当方某

得知公司既能包吃包住、日均工资163元，还能

照顾体弱多病的父母双亲之时，他流着泪对李

丽菊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你们的帮助，感

谢李姐的关心，让我在黑暗里看到了希望看到

了阳光，我会认真工作，好好生活，服从监管，

早日回归社会。”

　　在关心“特殊人群”方面，李丽菊始终坚持

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并重，不断开拓创新，结

合实际，积极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机制建设。2020年7月，永仁县成立以县乡两级

社区矫正委员会为主体、各村（社区）矫正工作

小组为延伸的立体化、全方位、广覆盖的社区

矫正“1+7+63”工作模式；2023年率先在楚雄州

试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会服务项

目成立“永行·永矫”工作室，持续推进“社会力

量+N”教育帮扶机制和“1+N”结对帮扶机制建

设，助力提升社区矫正教育帮扶水平，打造独

具特色的“阳光矫正”品牌；积极与各类社会企

业协调沟通建立就业基地和公益活动基地，切

实打通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

里”，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矫正工作新

格局。

创新方法，推进智慧社区矫正工作

　　“李局长，我是张某，我在矫通App上预约

了外出审批，麻烦你给我审批一下……”“李局

长，我是杨某，我来报到的时候你们下班了，我

在你们的自助矫正室机器上点了登记，你们上

班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息，我明天才来报

到……”这些都是李丽菊的工作日常。

　　在永仁县，社区矫正对象到社区矫正中心

报到时，现场就可以通过自助矫正终端登记个

人基本信息，并可随时根据自身情况，完成请

假销假、居住地变更、公益活动等日常监管程

序，而终端采集的信息，第一时间就能同步到

“云南省智慧矫正一体化平台系统”，实现了入

矫智能化、监督管理智能化和信息衔接智能化

的目标。

　　“在‘智慧矫正’建设上下功夫，要按照

司法部《社区矫正中心建设规范》和‘智慧

社区矫正中心’建设要求纵深推进。”李丽

菊告诉记者，近年来，她以规范化、专业

化的标准积极推进永仁县“智慧矫正

中心”建设工作，如今，永仁县社区矫

正管理局及7个司法所已完成远程视

频督察系统建设，实现部、省、州、

县、乡五级视频监控联网，并在全

省率先集成移动指挥系统、远程

督查系统、智慧矫正系统、社会

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天翼云眼”监控系统，打

造出了“数据一体化、管理智

能化、移动互联化、指挥可

视化”的智慧矫正模式。

每名社区矫正对象仅需

1分钟就能完成人脸、

声纹、指纹等识别登

记，社区矫正工作人

员登录“5大系统”

即可实现信息核

查、信息共享、

远程调度，极

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和

质量。

□ 本报记者   刘玉璟

□ 本报通讯员 薛慧

　　

　　刑事案件破案率100%，行政案件结案率100%，电信诈

骗案件结案率90%。自2022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

林市公安局连续3年保持破案率全区最高，电信诈骗发案

率全区最低。在保持最低发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最高破

案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反诈宣传覆盖“最远一家人”

　　“警察同志，我被骗了40万，请您帮帮我。”4月21日，

米林市经商人员陈老板前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

警。原来，几天前，陈老板接到一通自称是某航空公司客

服的电话，对方以飞机发生故障需改签机票和赔付延误

险为由，骗取陈老板40万元。接到报警后，刑侦大队迅速

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在哈尔滨警方的大

力协助下，成功将5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这是目前为止2024年米林市发生的唯一一起电信诈

骗案件。为何米林市的电信诈骗发案率如此低？这得归功

于米林刑警将反诈“篱笆墙”扎得牢。

　　“毛楠警官，你们昨天发布的反诈视频我看了，演得

特别好，给我们普及了法律知识。”清晨，早餐店老板刘女

士向过路的刑警毛楠打招呼时说道。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刑

侦大队民警利用抖音、快手等平台创作出演内容鲜活、寓教

于乐的反诈宣传短视频，深受市民喜爱。除此之外，刑侦大

队将反诈宣传与民生紧密融合，增强警民互动、深化警企合

作，把反诈知识印在奶茶杯套、餐巾纸盒、外卖箱等物品上，

反诈宣传在米林市“无所不在”。

　　米林市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海拔3700米，雅鲁藏

布江横穿全境。境内多宽谷，适合耕种畜牧，农牧民居住

分散。针对这一特点，刑侦大队将14名民警分成3组，翻山

越岭，蹚水过河……常态化深入牧区，向农牧民开展反诈

宣传工作，确保反诈宣传教育延伸到“最后一公里”，覆盖

到“最远一家人”。

　　“反诈，不但要跟诈骗分子比智慧、拼速度，更要比民心、

拼耐力。”这是刑侦大队大队长普布多吉常说的一句话。

　　近年来，米林刑警在“防”字上动脑筋、想办法、出实

招，不断推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新举措，有效增强了

市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反诈能力。

半个月“泡”在牧场寻牛

　　“今天有加餐，我老婆刚给我送来了几个菜，大家赶

紧尝尝。”刑警达瓦次仁将打包好的饭菜，拿到了单位食

堂。2月9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14名刑警在这个万家团

聚的节日里齐聚单位食堂共吃年夜饭。

　　“普队，羌纳乡又有牛被盗。”“收拾好东西，立即出

发！”还没吃几口，普布多吉便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米林市共有11家大大小小的牧场，占地3000多平方公里。市内70%都是

农牧民，普通农牧民家中最少会养1到3头牛，都是放养。自2024年2月初，刑

侦大队时常接到村民反映称，放养的家牛失踪、怀疑被盗。经多方走访调查，

刑警核实到确有多户村民家牛失窃的情况，由于案发地点多为乡村偏僻路

段，地广人稀，无人看守，给案件的侦破增加了难度。

　　“不惜代价侦破此案，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米林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

视，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农历大年三十，刑侦大队民警前往各乡镇开展线索

核查工作，逐村查找失主，核实被盗数量。通过大量调查取证，民警最终锁定

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于2月27日将3人抓捕归案。历时半个月，刑侦大队民警

整天“泡”在牧场里，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线索寻找失窃家牛，成功帮助群

众找回26头失窃家牛。

　　“一开始我觉得牛都长一个样，时间长了，我竟然可以通过毛发长短、牛

角、牛蹄等特征来辨别牛的品种，这半个月没白待。”达瓦次仁笑着说。

　　刑事侦查大队按照“案子发到哪、地铺打到哪，案子不破不收兵”的工作

理念，成功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难案，连续3年保持刑事案件破案率100%，

行政案件结案率100%。

传承团结和担当刑警本色

　　“我们很团结，都把大队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只要遇到重大案件，我们都

一起上，团结一致完成任务。”毛楠自豪地说。团结是刑侦大队14名民警共同

的标签。

　　10年前的6月，林芝正值雨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名男子头戴草

帽，满身泥泞“咚”的一声推开刑侦大队的铁门。

　　“普队！您怎么这身打扮？”毛楠惊讶地看着眼前“乞丐”般打扮的大队长普

布多吉。

　　“赶紧叫大家开会！”普布多吉来不及解释，快步走到桌边绘制着地图。原来在3

天前，普布多吉接到昌都警方协查通知称，一名重案逃犯已潜逃至米林市的某座山

上，逃犯身上带有凶器……掌握线索后，普布多吉带着本子、糌粑和水独自上山进

行勘查。经3天2夜的勘查，普布多吉成功锁定逃犯位置，并绘制了山形图，布置抓捕

工作。

　　“我第一个上，我去控制逃犯！”在抓捕现场，毛楠主动请缨道。“忘了我们队的传

统了吗？跟在后面。”普布多吉回答得斩钉截铁。刑侦大队有个老传统，那就是遇见危

险老民警先上，遇见困难一起克服。

　　经缜密布控，民警成功将逃犯抓获。

　　“当时逃犯带有凶器，普队觉得我还没结婚，不让我冲在前面，他是在保护我。在普队

的带领下，我们的工作士气、团队战斗力一直都非常强。”据毛楠介绍，在具体工作中，大

家都没有畏难情绪，相互依靠、相互信任、主动分担、合理分工，把每一件事做好，把每一宗

案件办“漂亮”。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普布多吉，想做好刑侦工作，关键要带好带强刑警队

伍，拧成一股绳才能干大事、才能干成事。

　　刑侦大队14名民警除了对破案有股韧劲儿，对学习还有股钻劲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要想和日益专业化、科技化、团伙化的犯罪分子作斗争，斗的不仅仅是勇，更多的是智

慧，是毅力。因此，他们常常利用工作之余勤学各类知识，积极将新知识新手法应用到侦查破案

之中。

　　近年来，这支队伍获奖无数。对于米林刑警来说，苦中作乐的工作理念是彼此间的一种默契，

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是积淀的底蕴，有案必破、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是不变的誓言，在传承和

创新中，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刑警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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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刑侦大队民警深

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

  图② 报案群众自发向

办案民警献上了洁白哈达，

并送上两面锦旗。

米林市公安局供图  

张雨琦：
能讲课会编剧的“点子王”

李丽菊：尽心为社区矫正对象铺筑“新生路”

  图为李丽菊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红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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