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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郭勤波 林英子

　　

　　灰色高墙，四角的天空内，有一个百姓很少

知晓的办公室——— 人民检察院驻监狱（看守所）

检察室。

　　吴其满是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三级高

级检察官，主要从事驻监狱、看守所等刑事执行

检察工作。来台州市看守所检察室不到3个月，

每天驻所宿舍、办公室、监区三点一线，已成为

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流程。此前，他曾在临海监狱

检察室度过了整整4年。

　　吴其满名字里有个“满”字，人如其名。他脑

子塞满检察工作，内心装满在押人员的诉求，胸

中填满专业知识，同事们都喜欢叫他“阿满”。

　　“我只是平凡的检察官，每天做着平常的工

作”，吴其满说，但他口中平凡的工作，给“赎罪

者”带来的却是不平凡的人生。

“阿满开大会”

　　“每天一个履职小目标。”吴其满没有豪言

壮语，“小满就好”，是知足，也是余地。

　　1988年，吴其满从南开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同年进入检察系统工作至今。36年来，吴其满先

后在起诉部门、法纪处工作，曾跨越千里到四川

省西昌市人民检察院挂职锻炼，担任过职务犯

罪预防处处长、驻临海监狱检察室主任等职务。

　　《法治日报》记者于近日深入台州市看守所

监区，跟访检察官吴其满，起底他默默坚守、对

话心灵的“摆渡”故事。

　　初入监所，吴其满指着监区大门说，“我是

今年6月来看守所检察室的，这里的工作和驻监

狱相比还是有点区别的。”他顿了顿接着说，“这

里的在押人员诉求会多一点。”

　　走在监区，影影绰绰的身影攒动在铁窗和

铁门里，小花园随风微荡的绿植，为灰墙里的世

界增添了一抹亮色。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吴检察官，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象山被刑

事拘留28天，未折抵刑期……”

　　“检察官你好，我的刑期多算了一天……”

　　像往常一样，吴其满根据监所平台上收

到的“预约检察官”申请信息，挨个监房找他

们问话，解决在押人员所遇到的难题。“预约

检察官”功能，是吴其满到台州看守所工作后

最喜欢的机制之一。在押人员通过监室的智

能终端，可以自主选择驻所检察官申请约见，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检 察 室 对 看 守 所 全 方 位 的

监督。

　　同事在一旁笑着说，阿满从6月初进驻到现

在5个多月，大部分的预约申请都是找他的，目

前已经有近500人次的点击。

　　“明天有一批女犯罪嫌疑人要投监，走，我

们去做一下出所教育。”在完成所有约见后，吴

其满快步来到一个会议室。不一会儿，管教民警

带着十余名在押人员进来。整个谈话非常顺利，

吴其满不仅给投监人员详细讲解了监狱生活的

注意事项、减刑和假释的条款，更是耐心解答了

她们所提出的问题。谈话结束后，她们一度哽

咽，眼神却变得明亮。

　　用吴其满的话来说，法理和人情经常会有

冲突，而检察官们只能尽力地去给她们想办法。

出所教育是她们进入监狱生活前的最后一站，

不仅能帮她们更快融入监狱生活，也能让她们

对往后的日子有盼头。这个出所教育，被同事们

亲切地称为“阿满开大会”。

回来看看阿满

　　还有三四个月就退休了。这些年来，总有难

忘的时刻吧？

　　吴其满想了想，“那可能就是驻临海市监狱

检察室那段时光了吧。”

　　2019年2月1日，离除夕不到3天，9名提前获

释的罪犯迈出了临海监狱的大门，望着不远处

在履行出监检察职责的检察官们，他们的眼中

满是感激和敬意。在此之前，已有7名罪犯接到

减刑裁定书，获得释放。

　　按照正常流程，临海监狱这16名罪犯春节

之后才能释放。“那时候我还在驻临海监狱检察

室当主任，我发现根据减刑假释规定并参考他

们的一贯表现以及犯罪相关的各项因素，再结

合他们的考核分数，已经符合了提前出狱的要

求。”吴其满收起回忆的神情，笑了笑。“春节是

传统节日，回家过年对罪犯来说具有特殊教育、

感化的意义。”于是他将此事上报，带着检察室

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办理16名罪犯的减刑案件。

他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秉持着善意司法理

念，积极与临海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部门协调，最终使得16名罪犯在

春节前出狱。

　　“他们出狱后送来了锦旗，那面旗被我留在

了驻临海监狱检察室。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

人嘛。”在吴其满看来，罪犯改造成败与否，与社

会和谐稳定、与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休戚

相关。于法从严、于情从宽、情法双赢，是刑事执

行检察官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之一。

　　阿满爱赠诗和写信，是所有同事都知道且

钦佩的一件事。他曾在驻临海监狱检察室的时

候写了《致服服刑刑人人员员的一封公开信》。而在今夏

入伏时，阿满又写了《致看守所在押人员的一封

公开信》，于炎炎夏日，给在押人员心里带去了

一丝清凉。阿满始终坚信，就像这三伏天终会过

去那般，他们人生中的阴霾也必定会消散。

　　到看守所短短3个月，阿满就组织了4批50

人次的出所教育，还主动找了近50名在押人员

谈话。在驻监和驻所的8年里，阿满收到了许多

感谢信和锦旗，不少人出狱前还会申请看看

阿满。

“显眼包”阿满

　　与人便利就是守正创新，是吴其满这些年

最为看重和坚守的举动。这毫不意外地为他打

上颇具辨识度的“标签”，让他成为一个不折不

扣的“显眼包”。

　　驻临海监狱期间，阿满一手促成该监狱两

项创新制度，“监狱长、检察官联合接访日”和

“列席监狱长办公会”，一直延续至今。

　　两项制度的建立，源自罪犯家属们一次

次温情的求助。吴其满清晰地记得，有个罪犯

家属三天两头申请探视，还都申请送药进去，

这让他多了个心思，经过询问得知该罪犯患

有较为严重的牙痛疾病，因为入监不久，他和

家属都不清楚监狱设有医院，也不敢询问，就

一直忍着疼痛。随后阿满和管教民警一起将

他送去就医，并与狱医一同制定了完善的观

察和检查计划。

　　罪犯和家属的求助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想

知道罪犯在里面过得怎么样，有的想知道患有

疾病的罪犯能否得到妥善救治，还有的想知道

减刑和假释相关的法律知识。

　　为此，阿满翻遍全国各地监狱施行的便利

机制，与监狱深入研讨，参考已有经验建立“监

狱长、检察官联合接访日”和“列席监狱长办公

会”。在接访日那天，他与检察官们一同为到访

家属答疑解惑；在“列席监狱长办公会”上，他们

将罪犯们的日常评定和表现作为检察方面的减

刑及假释建议来提出，在监督之余，为监狱工作

提供专业法律支撑。

　　习惯了热心肠的阿满，即使换了工作环境，

也少不了“显眼”一波。刚到台州看守所3个月，

在受理多条“预约检察官”信息后，就向看守所

提出了调整两项生活制度的建议。

　　“检察官，卫生纸根本不够用啊。”望着满脸

不好意思提出请求的张某，吴其满愣了愣，这还

是第一次碰到此类求助，“没问题，这事儿我帮

你办。”

　　这件事也给阿满提了个醒，是否有更多生

活方面的制度需要更新，但是在押人员没有提

出来。随后，他积极与看守所对接，最终，在看守

所的重视下，卫生纸和夏季饮用水供应标准得

到了适当调整。

　　看守所在押人员孙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吴检察官是个好人，他看我们的眼神很纯粹，

听我们低声诉求的时候靠得很近，听得很仔细，

这就像一束光，不仅照进了高墙，也照进了我们

心里。他还会注意我们的生活琐碎，这其实是最

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图① 吴其满在接访在押人员家属。

　　图②② 吴其满在台州市看守所开展出所人

员集中谈话。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吴其满：如一束光照进高墙的“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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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博：严谨细致会玩“梗”的刘法医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通讯员 侯婧 路小英

　　

　　2570.6万次播放，转赞评近百万条，这是哪

个“爆款”视频？法医、白大褂，拥有35.7万粉丝，

这是谁？这就是“国际庄刘法医”。风趣幽默、寓

教于乐的短视频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相关账

号的运营者正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民警刘博。

　　2008年，刘博法医专业毕业后加入公安队

伍，从警16年来，始终奋战在刑侦一线，多次在专

案中获得先进个人，先后获评全省公安机关优秀

刑事技术人员、平山县公安局先进工作者等。

展现法医新形象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一支队伍”“让

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日常”……抱着让网友了

解法医工作的想法，刘博创建了“国际庄刘法

医”账号，从最初的个位数粉丝到如今30多万，

前前后后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

　　“法医是医生吗？”“法医会看病吗？”“实验

室里的冰箱、高压锅是干嘛的？”……在“国际庄

刘法医”的账号中，都能找到答案。

　　“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大家能对法医这一职

业的了解，不仅停留在电影片段中。”刘博说。奇

思妙想的“梗”，诙谐幽默的语言，紧跟网络潮流

的剪辑手法……一度让《法治日报》记者觉得，

刘博的账号是不是有帮手。刘博明确表示：“从

里到外都是我一个人。”

　　在路上看到什么，新闻里听到什么，书中读

到什么，都会让刘博“文思泉涌”。“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他会立刻把这些灵感记录下来以免忘

记。然而，灵感来得容易，实践起来却不简单。

“拍视频30分钟，剪辑两小时”，这已经是他视频

制作的常态。

　　想要把理论知识变得好玩有趣，在剪辑手

法上可没那么容易。通过不断思考并向其他账

号学习，可爱的动画片段、有趣的语音音效、逐

渐更新的剪辑手法……在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晚

上，刘博都是自己默默研究制作，让刷到视频的

粉丝眼前一亮，也让大家打破了对“法医”这一

职业的固有看法。

　　健谈、风趣幽默、亲和力，都是刘博的“标

签”。从最初想让更多人了解法医工作，到现在

想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正向引导群众、传递正能

量，刘博开始尝试与其他领域的账号进行沟通

合作。“天津消防”“沿江检察”等政务新媒体账

号都先后与他进行短视频共创，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近法医、走近公安，帮助

大家更好地保护自己。

以匠心守护初心

　　“没有什么事情影响我对公安、法医工作的

热爱。要对涉及案件的每个人负责。”作为一名刑

事技术民警，刘博的工作不单单只有法医这一部

分，审讯办案、押解嫌疑人、普法宣传、警犬驯养

等，都是他的职责所在。从警16年来，他参与过一

系列案件的侦办，每一项细致严谨的勘查，都对

案件的定性和侦查方向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尸体“对话”，让每个生命得到尊重，抽丝剥

茧还原事实真相，是刘博办理每一起案件的目标。

刘博告诉记者，2009年发生在平山的一起纵火案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刘博作为专案组中

的一员，受办案条件和技术的限制，案件始终未能

侦破，这也成为他和战友们的一块“心病”。

　　2009年至2020年，公安机关从未停止该案件

侦办工作。随着侦破技术不断发展更新，刘博及

其他专案组成员10年间对现场提取的众多物证

都认真保存，并不断运用现代新技术和传统侦

查手段结合的方式，最终在2020年将此陈年积

案成功侦破。

　　在一个封闭式非正常死亡现场中，刘博根

据尸体征象和现场勘查，判定出死者是自杀，排

除了他人谋害的可能。通过用事实说话，这一结

论最终得到家属的认可。而善于学习总结的刘

博引用该事件写成论文在专业期刊中发表。

传递警营正能量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在法医工作中

体现得尤为突出。法医工作除了尸体解剖外，还

有大量的伤情鉴定、伤残评定。“每一份鉴定报

告都对案件的处理至关重要，必须做到科学、细

致、公正，容不得半点疏忽和虚假。”刘博说。

　　秉着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刘博始

终坚守心中的“红线”、做事的“底线”，保证法医

鉴定工作的准确性和严肃性。

　　“我先是一名警察，再是一名刑警，然后是

一名法医。”刘博介绍，为了更好地投入刑侦工

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证书，在做笔录时，通过肢体语言、表情神态

等分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进而适时调整

审讯方式。同时，刘博还对同事和账号网友粉丝

提供心理咨询帮助，帮助大家敞开心扉，乐观向

上工作生活。

　　“把专业性强的法医知识、刑警工作与新兴

的新媒体技术融合得很巧妙。”全国特级优秀人

民警察、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大

队教导员李建军如此评价刘博。

　　“无论是半夜12点，还是周末节假日，一有

案件发生，肯定是随叫随到。”提及工作中的刘

博，平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张志武赞不

绝口。

　　工作中严谨认真、专注细致是他，闲暇之

余诙谐幽默、阳光开朗是他。带着对法医工作、

公安工作的热爱，带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业

余时间刘博一直活跃在短视频创作中，他希望

能将这股警营正能量带给更多人，吸引更多小

伙伴加入到河北公安队伍中来“为生者权、替

逝者言”。

  图为刘博（左一）与同事进行沙盘游戏。 平山县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周胤伍 洪淼

　　

　　“电光石火间的逆行而上，是人民警察忠诚本色的最好

体现！我会沿着师父的足迹，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做党和人

民的忠诚卫士！”

　　11月5日，湖北省老河口市一场集中宣讲活动中，老河

口市公安局孟楼派出所民警范青发眼含热泪分享了他的师

父——— 孟楼派出所原副所长靳斌生前的工作点滴。

　　2023年8月9日凌晨，51岁的靳斌在和战友抓捕吸贩“笑

气”的犯罪嫌疑人时，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同年11

月，他被追授为“老河口市优秀共产党员”。

刹那间的抉择最是检验忠诚

　　“你审了几天人了，休息一下，这次是买卖‘笑气’的，疯

起来没谱。”

　　“年轻娃儿们经验不够，还是我去吧。”在商议抓捕行动

计划时，靳斌主动请缨带队。

　　2023年8月8日下午，孟楼派出所集体商议抓捕计划。研

判得知，一辆越野车连续多天于凌晨4时至6时经过G328国

道老河口市城区卡口，极有可能在沿途贩卖“笑气”。

　　第二天凌晨，靳斌按计划带队赶到老河口市孟土路预

定地点，负责在第二个路口组织巡逻蹲守，防止犯罪嫌疑人

弃车逃跑。4时40分，可疑车辆出现。面对警察喊话，可疑车辆加速逃离。

　　“跑了！离你就一两公里，千万要注意。”靳斌接到前方民警电话，立即组织

“第二道卡口”的拦截。很快，一束灯光靠近。谁知，犯罪嫌疑人看到前方划破黑

夜的警灯，竟直接加速冲了过去。

　　“砰！”一声巨响，震彻黑夜。

　　事发路段监控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一切：犯罪嫌疑人的车辆直接撞上了

警车的左侧车头，随着警车360度旋转到路边，两辆车都停了下来。然而，警灯

依然在闪烁，车里的人却没了任何动静。很快，犯罪嫌疑人被追赶到来的民警

当场控制。此时，靳斌被卡在警车里陷入昏迷。

　　“老靳，挺住！”民警们拼命呼喊。到了医院，大家才知道，巨大的撞击让靳

斌体内多个器官破裂，靳斌终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无数次的冲锋最是彰显担当

　　靳斌右眉上有处不太明显的伤疤，那是1995年1月，他在抓捕一名偷货车

的犯罪嫌疑人时，连人带摩托车摔倒留下的。所幸他除了身上多处擦伤、骨折

外，生命无碍。

　　“那次他的右眉骨处缝了7针，差点就伤到了眼睛。”靳斌的妻子胡峰说，

“他出去办案时我们都很担心，可就算劝他注意安全，他也还是会冲上去。”

　　宁付生命，不负使命。从警以来，靳斌无数次面对凶险，十多次受伤，多次

从死神身边擦肩而过，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冲锋。

　　有一次，靳斌驾船在汉江巡查，非法电鱼的人用大船撞击执法船。靳斌几

次险些掉进水里，而一旦落水就会触电身亡。他一跃而起，跳上对面大船，扑身

拉掉电闸，控制住了犯罪嫌疑人。

　　2019年农历腊月，群众忙着准备过年物资。一农户杀牛时，受惊的牛突然

冲向人群。靳斌挺身而出，一把推开战友和群众，直面疾冲的疯牛连开3枪。疯

牛在靳斌身前两米处轰然倒下，身边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2020年8月，靳斌在辖区组织设卡盘查时，察觉一名骑摩托车男子形迹可

疑，刚要上前盘问，对方突然驾车冲卡逃跑。靳斌果断追击，发现男子弃车逃进

路边的玉米地后，又一路狂奔抓捕。等抓住男子后，靳斌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已

被刚收割不久的玉米秸秆茬扎伤，血迹斑斑。事后查明，男子是已潜逃10余年

的杀人嫌犯。

　　身边人曾问靳斌，面对危险，你不怕吗？“我更怕不能为百姓守望平安，不

能将坏人绳之以法。”靳斌笑着回答。

岁月里的坚守最是映照初心

　　“惠万家、亿佰家超市门口，经常有人偷群众电动车上的油壶、日用品，大家工

作中注意巡查。”这是靳斌生前发在孟楼派出所微信工作群里的最后一条信息。

　　从1994年脱下军装、穿上警服的那天起，靳斌始终扎根在老河口市被称作

“老东乡”的最偏远的乡镇。20多年间，“老东乡”处处有他风雨兼程服务群众的

足迹；“有困难找靳所”这句话，当地百姓耳熟能详。

　　靳斌原本有机会回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两次提出让他进城，

安排新岗位，他都婉言拒绝：“我是农民的儿子，了解农村、喜欢农村，能给村民

做点实事，心里踏实，睡觉都香些。”

　　农忙时节，靳斌背着挎包四处巡逻走访，发现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详细记

录，尽全力妥善解决好；三伏天他帮独居老人找牛，从湖北孟楼找到河南孟楼，

从白天找到晚上，身上警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却毫不在意；30多次登门“走心”

教育，他硬是让“瘾君子”蜕变成了村里的养鸡大户……

　　在“老东乡”工作的21年里，靳斌参与化解矛盾纠纷1.53万余起，破获刑事

案件252起，救助群众42人。他和同事创建的“五联兴孟工作法”“3337”调解法，

因为实际效果良好，获得“老东乡”群众的普遍认可。

　　忠诚的道路浴血荣光，英雄的足迹越走越长。

　　如今，老河口市公安机关遍布“靳斌党员先锋岗”，努力让群众坚信——— 这

一抹抹“公安蓝”永远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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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靳斌（左二）生前救助受伤群众。    老河口市公安局供图  

  图为刘博（左）与其他政务新媒体账号

进行主播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