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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层 快 讯 

“妹子，尝尝咱自家种的，比镇上卖
的新鲜。”近日，高青县检察院检察官陈
凯到花沟镇某村开展调解回访评估工作
时，遇到了村民刘素云，刘素云正将一篮
新摘的小葱热情地塞到张桂兰手中。这对
曾因土地纠纷对簿公堂的老邻居，如今正
坐在街头唠家常。
这温馨一幕的背后，是高青县检察院

联合多部门构建民间纠纷联动调解体系，
历时数月、经过 6 轮调解，成功化解的两
起跨年度关联故意伤害案。

积怨初起：土地纠纷引发邻里矛盾

2022 年 6 月，同村的刘素云与张桂
兰因为土地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进而产生
肢体冲突。在撕扯过程中，刘素云用木棍
将张桂兰左前臂打伤造成骨折，张桂兰将
刘素云左胳膊、左膝盖打伤。经鉴定，张
桂兰损伤程度系轻伤一级。同年 10 月，
公安机关以刘素云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

2023 年 6 月，该案移送至高青县检
察院。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双方均为
中老年村民且系邻居，随即决定联合乡镇
综治中心、村委会成立专项调解小组。首
次入户调解时，刘素云情绪抵触：“她占
我地还有理了？”张桂兰则坚持“必须让
她受罚”，双方未能达成和解。

面对僵局，该院启动“背对背”沟通

机制，积极发挥第三方力量的作用，邀请
经验丰富的村居调解员等，每日轮流入
户，通过拉家常、谈农事的方式，倾听双
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和情感诉求，逐步
缓解对立情绪。

矛盾升级：后辈卷入产生二次冲突

然而，就在双方态度初见缓和，调解
工作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 2024 年 2
月，一场风波发生了。张桂兰的丈夫张广
增与儿子张成在家门口闲聊时抱怨“村里
占别人地的人没素质”，被路过的刘素云
女婿陈志强听见，认为是影射自家，双方
发生激烈争吵并演变为肢体冲突。混乱
中，陈志强头部遭到张成的殴打受伤，经
鉴定构成轻伤二级。
公安机关再次立案后，承办检察官陈

凯敏锐发现：此次案件与之前的案件为关
联案件，两起案件虽时隔近两年，但核心
矛盾均围绕土地纠纷衍生，且涉案人员均
为同村近邻，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现实关联。
“若简单依法起诉，处理不当，可能

导致两家世代结怨，影响乡村和谐。”陈
凯说。面对两起案件交织且涉及两代人的
复杂局面，该院决定升级调解策略，启动
联动调解机制，联合乡镇综治中心、村委
会、司法所等工作人员和人大代表、人民

调解员组成“调解团”。

多轮调解：同堂解开“连环心结”

在村委会召开的调解会上，陈凯释法
说理，切断“以怨报怨”链条。针对张广
增“吵架没指名道姓不算骂人”的认知误
区，陈凯耐心解释：“言语冲突虽未明确
指向，但足以引发他人误解，进而激化矛
盾，同样是纠纷的诱因。”同时对张成则
强调：“老一辈的问题，晚辈更应冷静处
理，以暴制暴只会让两家越闹越僵。”

经过多轮调解，张广增、张成父子当
场向陈志强道歉：“话没说清楚，对不
起，我们愿意承担医药费。”陈志强也表
示：“对不起，我不该冲动。”在村委会
负责人见证下，张成主动赔偿陈志强医疗
费、误工费共计 8 万元。

在检察机关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和
解协议，签署《刑事和解协议书》，互相
出具谅解书，并在《村规民约遵守承诺
书》上按手印，同时担任“邻里纠纷义务
调解员”，用亲身经历劝解其他村民。

不起诉决定：“事心双解”传递司法温度

2024 年 4 月，高青县检察院组织召
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人民监督员
等共同评议。最终，该院依法对刘素云、

张成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该院累计开展 6

轮正式调解、 12 次入户走访，联动 5 个
部门单位参与，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
度融入乡村治理实践，探索出矛盾化解新
路径。案件办结后，该院将矛盾化解的
“后半篇文章”抓在手上，定期开展调解
回访评估工作，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
双方关系修复状态，评估矛盾是否真正化
解、有无反弹风险，真正实现“事心双解”。

“农村邻里纠纷往往掺杂土地、面子
等多重因素，司法不能只‘断案’，更要
‘解结’。”陈凯说。

该院检察长苏政介绍，该院成立“一
站式办案中心”，综合运用不起诉、公开
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
纷。与全县乡镇综治中心建立民间纠纷联
动调解机制，通过“大数据筛查—分级介
入—回访评估”全链条工作模式参与调
解。结合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于每月
1 5 日前后不定期开展“检察调解开放
日”，邀请村民参与模拟调解，从源头预
防“小事拖大”，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检察机关把调解室搬到了田间地
头，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家长里短，让司法
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体现了‘小案不小
办’的司法担当，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法
理情融合’的解纷样本。”人民监督员李
小勇评价道。 袁正宇

检察调解化干戈 邻里纠纷终和解

全省检察机关青年理论学习
“十佳”“十优”成果获奖名单

1 . 《创新“三学三建三用”工作法 不断擦亮
“红柽柳未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品牌》

（东营市检察院）
2 . 《三维赋能 阶梯成长 老渤海走出新青

年》
（滨州市检察院）
3 .《学思践悟谋发展 典型案例新突破》
（青岛市平度市检察院）
4 . 《深耕“学而讲堂”品牌建设 释放青年检

察干警理论学习新动能》
（济宁市汶上县检察院）
5 . 《创新四种模式 推动青年理论学习提质增

效》
（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

6 . 《深化“五位一体”体系 打造“平湖青
蓝”品牌 让青年理论学习“活”起来》
（泰安市东平县检察院）
7 . 《打造“光羽青年”三维矩阵 带动释放检

察队伍新质活力》
（威海市荣成市检察院）
8 . 《探索“三位一体”学习机制 推动青年理

论学习提质增效》
（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
9 .《“平检·思享汇”奏响青年干警成长“三部

曲”》
（德州市平原县检察院）
10 .《“三台”工作法提升青年理论学习质效》
（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

为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和协同作用，更好地做好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近日，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就督促保护
天桥区历史建筑公益诉讼案件召开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及履职过程，相
关行政部门结合工作职能对天桥区相关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情况进行
了全面阐述。听证员认真听取了各方汇报后，就案件情况向行政机关
进行询问，并展开充分讨论和评议。
近年来，该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做好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的意见》的安排部署，强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
执法司法衔接，推动形成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保护合力，筑牢城乡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屏障，为传承和弘扬济南市历史文化作出积极贡
献。 袁菁

济南天桥：

公开听证会共商历史建筑保护

为提升检察队伍专业素能，强化岗位练兵实效，近日，临邑县检
察院开展“临检论剑·凤鸣辩法”刑事检察辩论赛， 8名干警同台竞
技，以思辨之火深化法治信仰、淬炼检察本领。

此次辩论赛紧扣刑事检察实务，选取典型案例为辩题，设置开篇
立论、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环节。 8名选手分为 4 组，采用“一对
一”对抗模式展开角逐。控辩双方立足案件事实与法律依据，以扎实
的法律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入的分析论证，呈现了一场兼具专
业性与观赏性的思辨盛宴。

赛后，评委团对参赛选手进行专业点评，既对参赛选手的思辨能
力和法律素养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针对语言表达、论辩技巧和临场反
应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鼓励青年干警在比赛中锤炼“开口能讲、
提笔能写、问案能答、遇事能办”的过硬本领。 姜福杰 张淑华

为推动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体系化，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近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制定
印发《开发区检察院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办案指引(试行)》(以下简
称《指引》)。《指引》围绕执行实施行为、执行审查行为、执行制
裁措施进行全领域、全过程监督，共列举财产查控错误、网络司法拍
卖违法行为、不当终本执行等 59 项具体监督要点、 8 项协作配合工
作要求，着力解决民事执行监督“不专”“不会”问题。《指引》的
出台，深入贯彻落实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检察机关对执行
活动全程监督的重大部署，积极响应了最高检对民事执行活动“全程
监督”的部署。下一步，该院将以《指引》为监督方向，依法履行执
行监督职责，坚决打通司法公正“最后一公里”，提升法律监督质
效。 范立臻

滨州经开：

出台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办案指引

1 . 《实施五大青年理论学习工程赋能省会检察
事业高质量发展》

（济南市检察院）
2 . 《坚持以学铸魂 以学赋能 以学兴业 推

动青年理论学习提质增效》
（青岛市检察院）
3 . 《“淄淄不倦”铸检魂 “箐检鹰扬”启新

程 以青春之为助力淄博检察高质量发展》
（淄博市检察院）
4 . 《尽善尽美·潍检青锋 以理论武装激扬青

春奋进力量》
（潍坊市检察院）
5 .《青春检心向沂蒙》
（临沂市检察院）

6 . 《星火引航·青春铸魂 打造青年理论学习
特色平台——— “菏检星光课堂”》
（菏泽市检察院）
7 . 《坚持“四个注重”深化青年理论学习 助

力新时代青年检察队伍“蝶变滕飞”》
（枣庄市滕州市检察院）
8 . 《修好四维精品课 锤炼法治工匠心 打造

“芝见青年”理论学习融合贯通新模式》
（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
9 .《东检青未来 铸就新风采》
（日照市东港区检察院）
10 .《真人图书馆 学习新生态》
（聊城市莘县检察院）

全省检察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十佳”成果

全省检察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十优”成果

临邑：

凤鸣辩法竞锋芒 以赛赋能砺精兵

图为“以青春之我 担检察之责 做时代先锋”全省检察机关青年理论学习风采展示活动现场。 闫现令 摄

（上接一版）活动现场，临沂检察机关的
宋炎炎、于晴作为结对师徒讲述了心得体
会。

菏泽检察机关 4位青年带着自己独特
的检察故事，带着对检察事业的无限热
爱，走上舞台，用 4种铿锵回答，揭示出
标兵能手的成长密码。

山东省十佳公诉人赵易平讲述了优秀
公诉人用“三步培养法”对自己的引
领——— 清晨带着标注证据细节，午间模拟
法庭拆解控辩焦点，深夜陪同在典型案例
中提炼法理精髓；全国优秀公诉人宋林回
望了自己“案中练”的成长主线——— 小案
深挖、大案拆解、类案攻垒；全国案管业

务标兵叶涵庆讲述了参赛夺魁历程——— 在
无人问津处锤炼本领，于破碎重筑中静待
黎明；菏泽市检察院人事处李慧汇报了该
院党组锚定领军、精英、骨干、雏鹰四梯
次的培养路径，为青年每一次成长精准导
航——— 4年深耕，全市孵化出省级以上业
务标兵、能手 55 名，省级以上人才库 79
人， 40岁以下占比分别为 100%、 71%。

青春宣言：不负韶华勇毅前行

活动结尾，全体展示人员发出“以青
春之我，担检察之责，做时代先锋”的呐
喊，彰显着他们共同的如磐信念——— 让青

春在奋斗中闪光。
这场风采展示活动，不仅是荣誉的授

予，更是青年与检察双向奔赴的生动实
践。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省检察院
组织开展了青年理论学习风采展示活动。
经层层审核，评出全省检察机关青年理论
学习“十佳”“十优”成果（获奖名单如
下），部分成果在此次活动中进行展示。
在他们的讲述中，青年干警的执着与

坚守仿佛就在眼前。他们为了一个案件，
可以查阅堆积如山的卷宗，可以连续数日
加班加点，可以奔波于各个调查现场。每
一个案件的背后，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
汗水；每一次公正的判决，都承载着他们

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在聚光灯之外，
更多青年干警正以“求极致”精神坚守岗
位，他们的工作痕迹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熬红的双眼到支持起诉案件中那摞翻得
起皱的账本，从“检爱”课堂里孩子们稚
嫩的绘画到乡村振兴路上人民群众幸福的
笑脸……

如何充分发挥青年干警生力军和突击
队的作用，是检察机关一项战略性工作。
山东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把做好青年干警工
作、帮助年轻干部成长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既抓顶层设
计，又抓具体落实，教育引领青年干警忠
诚履职、担当尽责。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热火

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日新月异的
改革开放中、在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青年
在各条战线上挥洒着汗水、奉献着青春。
检察战线上，山东检察机关广大青年干警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中唱
响青春之歌。 冯欣妤

追光而遇，让青春因奋斗而闪光
山东检察机关青年理论学习风采展示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