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吴杰 梁丰

近日，温州边防检查站的官兵们来到永嘉县南正村，给长
期结对帮扶的贫困学生送上学习、生活用品以及慰问金。该
站自2005年启动“边检蓝在行动”爱心助学项目以来，至今已
持续12年，在该村先后资助20余名贫困学生上学，爱心资金
达10万余元。

“边检蓝”助学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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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咖啡

小朋友在安全防范教育基地体验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史隽

本报讯 8月17日下午，由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彭中带队
的义乌市检察院8名检察官走进省检察院，站上第二期“浙检
大讲堂”的舞台，成了“主讲人”。以“创新检察文化 打造特色
品牌”为主题，义乌市检察院的8名“主讲人”向全省检察干警
深情讲述了他们用心打造的“香山思辨”文化创新与特色品牌，
揭开了我省基层检察文化建设样板的“神秘面纱”。

义乌市检察院是我省的“明星”基层检察院，不仅十年来办
案总量始终位居全省首位、办案质效全省领先，有全国模范检
察院、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等荣誉，还有一个名为“香山思辨”
的特色文化品牌。

彭中介绍，自2015年“香山思辨”被正式确定为义乌市检
察院文化品牌以来，围绕着“充满激情、不失理性、持之以恒”的
义乌检察精神，义乌市检察院通过不断尝试探索创新，将检察
理论研究、法律实务规范、岗位技能训练、人文素质培养等诸多
项目相结合，强化检察干警“四养”（即专业学养、职业素养、文
化涵养、道德修养）的齐头并进，实现检察精英由“个体化”向

“小群体化”常态渐进。

借助香山思辨文化平台营造的团结氛围和搭建的运作
机制，干警们在团队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发挥出自己的特
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2015 年至今，义乌市检察院干警在
各项业务竞赛中获奖 70 余人次，近两年先后获得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基层检察院两项国家重量
级荣誉。

对义乌市检察院干警们来说，“香山思辨”给他们带来了怎
样的改变？活动现场，在彭中的引领下，全国优秀公诉人、义乌
市检察院公诉局教导员傅忆文等7名优秀检察官代表以六支
不同的笔为线索，讲述工作与笔的故事，让每一名听众对“义检
人”忠诚、担当、敬业、实干的精神风貌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活
动最后，他们朗诵的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原创诗歌《向前，检察
官》，激情满满，震撼全场。

“我希望通过‘香山思辨’这一文化载体，最终能够源源不
断地释放出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和推动力，将义检团队的每一
名成员都紧紧连接在一起，促进这支队伍团结、奋斗、精进，把
已经传承了几代义检人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彭中说。

据了解，为打造全省检察机关特色文化品牌，今年省检察
院专门创办“浙检大讲堂”，通过该平台推出特色文化主题内
容，进一步推动全省检察文化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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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救助及时有效，义乌市委政法委切实加强对政
法各机关司法救助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多次与政法各机关、
市财政局等部门会商研讨，制订了《义乌市司法救助工作实
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司法救助范围、标准、程序、资金管理
等内容。同时，义乌市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
头开展疑难复杂信访案件的会商研判工作，针对案件的不
同诉求、成因、信访群众特性等，建立以政法委为主导的多
部门共同参与的疑难复杂信访案件会商研判联席会议制
度，实行“一案 N 会商”“一案 N 研判”，为解决疑难复杂信
访案件构建了化解工作体系。此外，针对司法救助专项资
金有限的情况，义乌还积极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捐

助，多方位、多渠道筹措救助资金，全市建立起了司法救助、
信访积案专项救助、民政救助、镇街困难救助等相结合、相
帮扶的救助机制，逐步形成了以司法救助资金为主、多部门
共同参与救助的“1+X”资金保障网。

执法监督室作为义乌市委政法委司法救助工作的负责机
构，制定了《市委政法委司法救助资金汇审工作流程》，进一步
规范司法救助内部审批（审核）工作程序。同时，义乌市委政法
委明确，对信访案件开展救助的，政法委或政法各机关必须进
行案件评查，并要求重点关注两类人员：一是无法及时获得赔
偿，因残疾、医疗等原因致使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一是刑
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致死，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
养人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虽然司法救助金额不多，但能缓解
被害人的一时之需，也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关爱。”施景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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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每天早上陆敏在上班前，就可以把露露送
到暑托班去，晚上下班时再去接。“这个暑托班，从早上8点
到晚上6点，时间比外面的培训班都长，我们上班期间就不
用担心孩子了。”陆敏说，每天去接女儿时，女儿都会把当
天的手工作品展示给她看，特别自豪。

警娃：交朋友看警犬 超开心

吴兴分局的暑托班还有个特点，警娃们能接触和爸爸
妈妈工作相关的内容——去警犬基地参观、去安全防范教
育基地体验……

露露从警犬基地参观回来后，特意写了一篇日记，表
达自己的欢喜之情：“有的警犬叫小白，有的叫小黑，它们
虽然很温柔，但我们还是不敢靠近……”日记的内容虽然
稚嫩，却体现了孩子童真的一面。

在暑托班里，露露还交到了不少好朋友。有一回，吴
兴分局组织民警短期疗休养，陆敏带着女儿一起去，集合
时正好遇到了暑托班的好朋友，“那天她开心得不行，两个
娃娃粘着玩了一整天”。

其实，即便不是双警家庭，只有一名警察的家庭也很
头疼小朋友的暑假该如何过。八里店派出所的女教导员
王曦霞，平日就是“加班狂人”，她老公又是做生意的，5岁
的女儿没人带时，只能跟着爸爸去厂里。

“今年分局有了暑托班，我放心了不少。女儿每天回
来都很开心，还说那里的饭好吃。”王曦霞说，一个多月相
处下来，女儿已经和班里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甚至跟老
师都成了好朋友，“有天回来，她跟我说，以后结婚了要请
老师去喝喜酒”。

事实上，除了暑托班外，今年以来，吴兴分局还办了从
优待警的十件实事。比如说，设立青椒公益协会吴兴公安
分会，专为方便青年民警学习交友，已经开展了英语口语
趣味训练、咖啡品鉴等活动；成立“悦跑团”，每晚集合去跑
步；组织“毅行”活动，让民警锻炼身体等。

吴冬儿说，组织这些活动，本意是让大家注意体育锻
炼、提升个人素质，与此同时在活动中也增进了团队凝聚
力、提升了队伍战斗力。

“明星”检察干警走上“浙检大讲堂”

20年信访积案一朝化解，怎么做到的？
义乌：雪中送炭的司法救助功不可没

去警犬基地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