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

检察官普法，一定要正襟危坐、言必提法地宣讲
吗？在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就有一对检察“姐妹花”，
她们用柔软感性的女声讲述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给大
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普法形式——法律广播。不久前，
她们原创的法律广播节目“西子FM”在西湖区检察院官
方微信首播，“一不小心”就成了杭州首个检察官广播，
还被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的官方微信转发。

这对“姐妹花”，是西湖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科检察官郑蕾和施倩。她们的另一个称呼——“西子姐
姐”，名气更大，尤其是在学校，因为她们常进校园上法
治宣讲课。不过，作为年轻人，她们想通过更时尚新颖
的方式，让更多人成为她们普法的“听众”，这才有了创
办“西子FM”的想法。

郑蕾大学时代就在学校广播台当好几档节目的主
持人，从事未检工作后，经常到各个学校去宣讲，去年还
被最高检选中参加由最高检、教育部组织开展的“法治
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而施倩对最近流行的《朗读者》

《见字如面》等节目
非常喜欢。于是，
今年初，“姐妹花”
一商量，就决定把
办广播节目这个梦
想“照进现实”。

可 是 ，“ 姐 妹
花”每天都有大量
待办案件，怎么挤
出时间？“只能靠加
班。”郑蕾说。挑选案例、写演播稿、旁白、配音……为了
录制效果更好，她们还请来了行装技术科的同事帮忙剪
辑制作，顺带客串人物角色。经过精心准备，3月1日，
第一期“西子FM”《谁动了我的秘密》在西湖区检察院官
方微信平台播出。一播出，留言平台就“炸开了锅”：“声
音真好听”“故事很精彩”“最后竟然还有彩蛋”……

“虽然赶制节目很辛苦，但收获了点赞和鼓励后，感
觉又能量满格了！”郑蕾和施倩说，她们会继续精选她们
亲身办过的真实案例，并回访部分案例中的主人公，请
他们上节目讲述故事和心路历程。

她们是姐妹花，
都是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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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叶圣一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警察队伍中，一
同上阵的，还有姐妹、母女。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就
有这么一对姐妹花，她们相差9岁，却先后成为警花。

姐姐徐玲杰，38 岁，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一头短
发、眼神犀利，一看就是个办事利落的；妹妹徐玲超，29
岁，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民警，养着长发，是个甜姐儿，笑
起来更是温婉可人。

她们是手足情深的亲姐妹，也是上虞警营中的铿锵玫
瑰。姐妹俩身处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精彩。

妹妹爱跟着姐姐
姐姐徐玲杰，从小对“制服”有着憧憬。小时候，当

她在路上看到穿制服的军人或者警察，都会再回头多看
两眼，特别是看到女兵和女警，更是觉得她们英姿飒
爽。徐玲杰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当
兵从警的种子。

两姐妹的父亲有个警察朋友，经常来家里做客。妹妹
徐玲超每次见到这位“警察叔叔”，都会发自内心地崇拜，不
仅是因为那一身帅气的警察制服，还因为那一身正气。

由于姐妹俩年龄相差9岁，当姐姐考上宁波市警察
学校时，妹妹还在读小学，最喜欢当姐姐的“跟屁虫”。
于是，在父母忙于工作时，姐姐就把妹妹带去学校，妹妹
兴致勃勃地看着姐姐他们体训、站队列……姐姐毕业，
进入到上虞公安之后，妹妹又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安放到
了警局。

当徐玲超高中毕业，一家人围坐，商量她读什么大
学的时候，她自己主动提了出来——她想和姐姐一样，
也当一名警察。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2009年，徐玲超也成为了上虞
公安的一份子。

姐妹俩相互扶持
如今，在上虞公安系统内，这姐妹俩都小有名气，这

名气来自于她们工作认真、负责。
姐姐徐玲杰果然如她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办事利

落。别看她平时娴静，一旦来到窗口岗位，就会立即进
入工作状态，办事又快又准，在窗口办事高峰时段，她能
一个顶俩！

速度这么快，会不会出差错？出入境管理大队的统计
数据显示：徐玲杰在工作中实现了“零差错”“零投诉”。

这成绩背后，是徐玲杰平日里付出的努力。在窗口
工作多年，她对出入境业务知识已经非常熟悉，但还是
坚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相关信息，这也让许
多经常办证的外资、台资企业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到她
的窗口办理证件。

妹妹徐玲超，工作也已经有 8 年，在她甜美的外表
下，有着一个坚强、隐忍的心。刚参加工作时，她一直在
路面上工作，处理交通事故、查酒驾、执勤……有一次，
徐玲超执勤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驾驶一辆大卡车闯
禁，徐玲超示意停车，但司机并不理会她的手势，强行行
驶。徐玲超再次拦截，男子气急败坏地下车，没说几句，
就一巴掌打到她脸上，她脸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红印子
……当时，她拼命不让泪水掉下来。事后，为了不让家
里人担心，她硬是将这件事憋在了自己心里，直到姐姐
听说了此事。“当时快把我心疼死了……”回想起这事，
徐玲杰有些宠溺地看了妹妹一眼。

好在，这对警花有着自己的减压方式。她们常在下
班后聊个没完，相互倾诉、相互鼓励，“聊完之后，第二天
又元气满满了”。

她们是亲姐妹，
都是民警

本报记者 高敏 文 王志浩 摄
通讯员 金娜 田佳仪

“现在开庭！”嘉兴南湖法院刑事审判庭里，母亲范国
珍敲响了法槌；与此同时，在海宁法院的民事法庭里，女
儿吕盈作为法官助理，一丝不苟地做着庭审记录。

曾经，母亲那身庄严的法袍是吕盈眼中最美的服装，
如今，她也追随母亲的脚步，立志成为一名好法官。

这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是两代人
对审判事业的不懈追求和满腔热忱。

播下一颗法律种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范国珍进入南湖法院时，女

儿刚刚出生。从刑庭、执行局，到民庭，最后回到刑庭，
二十多年，范国珍在法官岗位上一路走来，法院也成了
吕盈成长的一部分。

“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法院大院里度过的。”吕盈说。
对很多人来说陌生又神秘的法院，在她眼中却是再熟悉
不过的地方。在这里，她见过妈妈与当事人沟通，旁听
过妈妈开庭审案，陪伴妈妈周末加班……

吕盈 11 岁的时候，还有过一次
“神助攻”。那时，范国珍的在执行局
工作，有一天傍晚，吕盈放学后到妈妈
办公室写作业，正好有一起抚养费纠
纷的被执行人也在范国珍办公室里。

“我自己也这么点工资，还要吃饭，
哪来的钱养女儿啊！”这个不肯支付抚养
费的父亲说得“理直气壮”。没想到，本来
闷声不响做作业的吕盈突然站起来，指
着对方说：“你要吃饭，难道你女儿就不要
吃饭吗？”那人一下子愣住了，等缓过神
来，赶紧拿出手机联系朋友送钱过来，把
几千块钱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了。

“没想到她小小年纪，这么‘正义感
’爆棚。”这件事，范国珍至今记忆犹新。

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形成了吕盈对法官职业最初
的理解，并在幼小的心里悄悄播下一粒种子。长大后，
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和妈妈同样的职业道路。

两代人的法官梦
2015 年 9 月，吕盈进入海宁法院。如今，母女

俩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法律问题，彼此之间也会互
有启迪。

“走上工作岗位，我才真正体会到法官的不易。”吕
盈说。母亲范国珍便常常给她讲一些自己的经验。比
如，范国珍审理过一个醉驾案子，被告人有酒精依赖
症，案发时，酩酊大醉的他一连撞了好几辆车，直到交
警将他强制截停。在案子审理过程中，范国珍一次次
地把被告人叫到办公室谈心。第一次，他喉咙邦邦响，
说“爱判多久就多久”；第二次，他态度缓和点；第三次，
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有了变化。被告人最后被判了拘
役，他向范国珍保证，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喝酒了。“被
告人一开始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对自己非常失
望。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说不定以后他还是会重蹈
覆辙，效果并不好。”范国珍回家后跟女儿进行了交流，

“做调解工作也是一样，要案结事了，
最重要的是学会耐心倾听，让对方觉
得你是站在为他好的立场上，结果会
事半功倍。”这些经验在吕盈看来非常
宝贵。

当然，范国珍也从女儿身上学到
不少东西。现在新的审判系统、大数
据的运用，吕盈接受起来要比她快得
多，有时候她还要向女儿虚心请教。

吕盈说，母亲不仅给予了她生命，
更重要的是在母亲身上，她看到了一
名法官最质朴的本真。成为一名法院
人，对吕盈而言，不仅仅是她个人梦想
的实现，更是两代人法官梦的延续与
传承。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之法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