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控告申诉检
察处处长童勤心中，从事检察工作、献
身 检 察 事 业 是 最 神 圣 的 职 业 选 择 。 在
20 多年的检察官生涯中，童勤尽心地
践 行 着 “ 人 民 检 察 官 为 人 民 ” 的 铮 铮
誓言。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主要是受理来信，
接待来访，处理涉及刑事问题的控告、检
举、申诉和自首；提供法律咨询，处理矛盾
可能激化的控告申诉，预防犯罪；及时反
映信息，提供案件线索等。

在与检察事业结缘的 23 年里，童勤
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打了 13 年交道。在
童勤看来，“面对群众，首先要将心比
心，对其进行情绪疏通，然后耐心倾听
诉求表达，进而对信访案件准确分流，
并细心做好释法。”

64 岁的张女士到检察院上访，控告
某基层检察院 20 年前在办理其父张某案
件的过程中滥用职权，在没有立案的情
况下实施财物扣押。

“经调查，办理该案的单位审批手续
完善，询问过程合法，不存在滥用职权行
为。”为妥善处理这起案件，童勤一次又一
次地与张某家属沟通，对张某诉求进行拆
解分析，认可其诉求的合法合理部分，并
说明其诉求的于法无据部分。在她的指
导下，该案依法进入申诉案件办理程序。
最终，检察机关返还了与扣押清单同等数
额的款项，当事人当场表示接受。

一次次的心理疏导，一次次的情感
交流，童勤用朴实语言耐心释法，化解
矛盾纠纷。她的真诚使大多数来访群众
平和地表达诉求，也成功化解了群众积
聚事件。

“ 信 访 群 众 走 到 检 察 机 关 这 一 步 ，
一 般 已 经 历 了 多 次 上 访 ， 多 少 都 积 累
了 负 面 情 绪 ， 同 时 也 有 表 达 诉 求 的 强
烈 愿 望 ， 因 此 ， 尊 重 并 保 障 他 们 的 诉

求 表 达 选 择 权 ， 为
他 们 提 供 便 捷 、 顺
畅 的 诉 求 表 达 渠
道 ， 搭 建 平 等 对 话
平 台 最 重 要 。” 童
勤说。

2014 年 1 月 21
日 ， 童 勤 通 过 成 都 检 察 “ 检 务 公 开 提
建 议 ” 微 信 公 众 号 与 群 众 交 流 时 ， 聊
天 窗 口 不 断 有 “ 鲜 花 ” 和 “ 掌 声 ” 送
上。大家的支持信任令童勤倍感欣慰。

2013 年，童勤牵头梳理了成都市重
大涉检信访案件 35 件，2014 年又梳理了
26 件。去年，童勤牵头制定了关于 《推
进诉访分离改革，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
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处理程序，引导和支持当事人依法按程
序 表 达 诉 求 ， 以 有 效 解 决 群 众 “ 申 诉
难”问题。

童勤不仅创新机制搭建沟通平台，
还督促年轻同事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在
2014 年 12 月举行的“全国检察机关首

届刑事申诉检察业务竞赛”中，2 名成
都选手分别取得全国第二名和第三名的
优异成绩，均荣获全国标兵称号，其中
就 有 童 勤 手 把 手 教 出 来 的 徒 弟 沙 呷
阿衣。

从事近 13 年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童勤参与处理信访案件 2 万多件，直接审
批处理 8000 多件，组织并参加检察长接
待 160 多次。她用真诚和专业赢得了人们
的信赖。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我们虽
然面临着办案量大、人手不够的挑战和
困 难 ， 但 对 当 事 人 的 这 份 真 诚 永 远 不
变。”翻看着刚收到的当事人短信，童勤
平静地说。

四川成都市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处长童勤：

对当事人的真诚永不变
本报记者 李万祥

童勤在接待来访群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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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草原记住了他
——追记内蒙古基层好干部吉日嘎拉（下）

本报记者 罗 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内蒙古自治区西乌
珠穆沁旗旗委书记周金桩引用诗人艾青
的诗句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吉日嘎
拉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投入
激烈的扑火战斗，直至献出年轻的生
命？他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组
织的培养、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他长期
的政治思想、道德情操修养和对这片草
原的挚爱。这些从他的 56 本工作日记中
就可以找到诠释。”

家人整理出吉日嘎拉的 56 本工作日
记，足足有一米多高。日记中对每一项
工作、每一户牧民，以及每一座山、每
一条河都记录得详详细细。

为民造福竭尽全力

贫穷保护不了生态。吉日嘎拉付出
大量的精力去引导农牧民科学发展经
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镇干部一人
帮扶一个嘎查。在他的指导下，全镇很
快办起了 22个专业合作社。

2012 年 7 月，翁根嘎查 6 户牧民联
合创建的德吉民族特色食品开发专业合
作社，推出了蒙古包子、风干牛肉等民
族特色传统优质食品，但找不到销路。
吉日嘎拉多方联系客户，终于在北京设
立了直销点，让产品走进了呼和浩特 12
个大超市，年销售收入达 80多万元。

现年 27 岁的蒙古族青年宝音巴图，

大学毕业后，在吉日嘎拉帮助下回到巴
音海勒斯台嘎查与 11 户牧民成立了圣绿
饲草业专业合作社。在购买相关农机的
50 万元中，有 14 万元是吉日嘎拉为他们
争取到的补贴款，并帮助他们申请到 10
万元项目款，建起了一座 800 平方米的
储草棚。宝音巴图说，“这样的事在我们
这儿举不胜举，家家户户几乎都得到过
他的帮助。”

83 岁的姜爱芝和 79 岁的黄学秀两
位老人，见到记者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
痛，失声痛哭。“我们来高日罕已经 60
多年了。吉镇长 2011 年来了后，给我
们安排办理了‘五七工’社保，帮我和
老姜家翻盖了房子。前阵子临调走之
前，还带着米、面等慰问品来看望我，
这些东西我还没用完呢，他人怎么就走
了 ？” 黄 学 秀 老 人 说 话 间 已 经 泪 流
满面。

“这么好的干部怎么就走了呢？吉镇
长待我比我的亲儿子还好啊！”姜爱芝老人
说到这儿时，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泪了。

高日罕镇党委副书记哈斯图雅说：
“2011 年 和 2012 年 ， 高 日 罕 镇 连 续 两
年发生洪灾，吉镇长带领镇干部日夜奋
战在救灾一线，多次跳进水里抢救牧民
的生命财产。由于长时间工作在潮湿环
境，再加上过度疲劳，他患上了严重的
荨麻疹。灾后重建中，吉日嘎拉强忍病
痛 的 折 磨 ， 争 取 到 补 助 资 金 870 余 万
元，送到受灾牧民手里，帮助受灾牧民
重建家园。看到他下乡回来脸都肿得变
形 了 ， 我 劝 他 去 看 医 生 。 他 却 说 没
事！”

从 2015 年 3 月 30 日到旗农牧局正式
上任，到 2015 年 4 月 22 日英勇牺牲，在这
22 个工作日里，吉日嘎拉下乡 7 次，经常

加班到深夜，写下了 29页工作日记。
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天——4 月 21 日，

吉日嘎拉还记下了他近期要为老百姓办
的 10 件事情：邀请农大专家对 2 户牧民牲
畜特殊病例进行研究；项目招投标和棚圈
地方政策细化；种公畜集中管理⋯⋯

爱心洒满大家小家

吉日嘎拉的妻子乌日娜体弱多病，
弯腰困难，他经常晚上为她洗脚，修剪
脚趾甲，还仔细地为她涂抹护脚霜。但
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有自己的孩子，他
就走了。

“我失去了宝贝儿子，家里的天塌下
来了。他是那样纯朴、善良、舍己为
人 。 他 多 年 工 作 在 基 层 ， 任 劳 任 怨
⋯⋯”强忍着巨大悲痛，73 岁的老父亲
阿拉坦巴拉一边整理着吉日嘎拉的工作
日记，一边说，“从他的 56 本日记中，
可以感受到他对工作是那样认真、严
谨，特别是思路清晰、兢兢业业。”

75 岁母亲韩淑珍的一席话，更让我
们领悟到了一种人生境界，她说，“作为
母亲，我生养了他，但是更是党和人民
培养了他，他为生他养他的草原付出生
命，我们虽然万分惋惜，悲痛欲绝，但
也为他感到骄傲！”

“在我最困难无助将要辍学时，是你
把带着体温的工资送到我家里。你在百
忙中还不忘经常打电话关心我的生活，
鼓励我学习。”这是吉日嘎拉资助的大学
生哈斯额尔敦一封再不能寄出的信。

“是他为我带来生的希望。”清秀的
乌云达来说话时声音很轻很轻，泪水不
停地在眼里打转。2012 年 9 月 23 日，家

住翁根嘎查的乌云达来在自家草场打草
时，不慎将右臂卷入打草机导致重伤。
吉日嘎拉得知后，马上联系协调旗急救
中心救护车，连夜将乌云达来送往三四
百公里外的赤峰进行救治。“当时需要 10
万元手术费，我们全家快急死了。没想
到 ， 第 二 天 9 万 元 就 打 进 了 我 的 银 行
卡。后来才知道，又是吉镇长出面找到
镇里信用社帮我们贷的款。”

牧 民 布 和 住 在 高 日 罕 水 库 附 近 ，
2011 年、2012 年连续两年水库泄洪，布
和家遭受水灾，吉日嘎拉跳进齐腰深的
洪水中，背上 83 岁的老人，将他们一家
转移到安全地带。灾后又帮助布和一家
重建 2 间住房，并争取到小流域治理项
目，在他家附近种植 300 余亩杨树。布
和说，“他人不在了，但树绿了。每当看
到树就会想起他！”

是的，当每年草原泛起新绿，人们
就一定会想起他。

吉日嘎拉牺牲后，自发参加追悼会
的干部群众逾千人，追思他的文章、诗
句久久回响在高日罕河畔的西乌珠穆沁
草原上——“高日罕河水清波荡漾，美
丽的草原又现芬芳。吉日嘎拉用 41 岁的
年轻生命守护生养他的故乡，把无尽的
追思留在牧人的心上。”

“我想力所能及地做些事帮助更多的人，并一
直坚持下去。”傅博，一名普通的 80 后，一位热衷
公益事业的退伍军人，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列车
员，在从事客运工作的 4 年里，在铁路上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

“藏汉本是一家人”

“阿姨，不用着急，恶心、呕吐是常见的高原反
应，我给您喝点盐水，防止脱水⋯⋯”傅博所值乘的
Z164 次列车是上海到拉萨之间最快的一趟列车，列
车设施齐全、服务周到、舒适度高使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乘坐火车去拉萨。行驶途中，旅客难免会出现高
原反应，每次值乘中，傅博总会随身带一点盐和黄连
素给有需要的旅客。

2014 年 3 月的一次值乘过程中，傅博结识了一
位特殊的小旅客，她叫德庆白宗，患有先天性髋关节
疾病，需要定期前往上海接受治疗。在小白宗眼里，
傅博亦兄亦师，在每次往返上海的旅途中，不仅会帮
她每两小时翻一次身，还会陪着小白宗看书、识字，
并给她介绍许多在西藏从没有听过的新鲜事儿。回
到西藏以后，傅博又会自掏腰包，给她寄去营养品、
书籍和衣物。

“疾病使小白宗的童年缺少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而我要尽力帮助她。藏汉人民本来就是一家人。”

“只想为旅客做好服务”

“我去年退休了，傅博是最令我满意的徒弟。”上海
铁路局原职工、共和国铁路楷模、上海市劳模何颖说。

如何为更多的旅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如何利
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如何在工作
和生活上都能发挥一个党员的作用，这是傅博常常
思考的问题。

在傅博的床头，贴了一张上海客运段所担当车
次的列车时刻表，上面详细记载了列车停靠站和时
间。他常利用休班时间，在网上搜索主要城市的旅
游、医疗等相关信息，针对不同人士设计换乘攻略，
并积极组织“上海客运段服务研讨小组”的成员们一
起编制了各条线路的《到站宝典》和《旅游信息咨询
攻略》。

为提高服务水平，傅博还拜何颖为师，学习服务
旅客的方式方法。在何颖的介绍下，傅博读完了《服
务魅力》、《服务之道》等书籍。空闲时，傅博最喜欢
看一些关于服务行业的故事，“从始至终，我只想全
心全意做好服务。”傅博每班回到上海都会写上几页
乘务日记，在他看来，这是对工作的总结，也为归纳
自己的服务法打基础。

“传承是最好的回报”

2015 年 2 月 15 日早晨 5：30，整个城市还弥漫
着前夜情人节里留下的玫瑰花香⋯⋯在上海南京路
步行街第一医药商店的门口，傅博和他的“小伙伴”
们在忙碌着。还有 4 天就是除夕夜，2015 年的春运
也到了客运最高峰，傅博将自制的针对近期春运中
旅客最经常面对的“车票”、“加开列车”、“携带物品”
等信息整理汇总成的“2015 年春运 100 问”的小册
子放在了台子上。

在这群志愿者里，有位 20 岁出头的小姑娘一
直跟在傅博的后面，她叫方瑞艳，是东华大学一名
学生。2013 年，傅博从报纸上得知，方瑞艳因自
幼失去双亲而陷入贫困，临近春节，连给弟弟买件
冲锋衣的愿望都未能实现。他立即决定送小方一件
冲锋衣，并帮她买张回家的卧铺票，让小方回家与
弟弟团聚过年。在小方返程当天，傅博准备好了水
果和点心，来到上海南站为小方送行。傅博的爱心
感动了小方，她记住了傅博经常说的一句话——

“传承，是最好的回报”，也开始参加各类志愿活
动。

上海到拉萨的列车是一趟高海拔列车，乘务人
员每次到班之后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来进行身体各
项机能的调整。尽管辛苦，傅博只要在上海，有机会
就会从事志愿服务，4年来从未间断。

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列车员傅博：

爱洒天路万里情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傅博在为旅客服务。 （资料图片）

贵州省贵阳市林桧阳光家园创始人吕
昕烛，全身心培训从小智力受损的女儿，
助其在世界特奥会夺得 3 枚女子游泳金
牌。同时，吕昕烛创办爱心家园，组织智
力残疾孩子开展了许多活动，给更多智障
孩子关爱。

吕昕烛的女儿乐乐刚出生不久，因
为奶水呛到肺里引发脑缺氧，造成部分
脑细胞死亡。经医院检查，乐乐的智力
受损，各方面的发育程度仍低于同龄孩
子。吕昕烛没有气馁，她开始专注地收
集大量资料，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关于智障孩子的治疗和特奥训练中获得
启发，开始系统地对女儿进行感觉统合
及运动训练。

６ 岁 时 ， 吕 昕 烛 把 女 儿 送 去 学 游
泳。“游泳馆里都是正常小孩，老师一次
只能教她一个动作，回到家里以后，我
又让她自己反复练习。游泳很累，但乐
乐没放弃，日复一日地进行简单而枯燥
的练习，让她形成了良好的水感。”同
时，在持续的锻炼下，身形消瘦的乐乐
身体也变结实了。

为 提 升 女 儿 的 心 智 ， 开 阔 她 的 视
野，吕昕烛 2006 年为女儿报名参加了在
哈 尔 滨 举 办 的 全 国 特 奥 会 游 泳 项 目 比
赛。在这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乐
乐给了母亲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拿到
2 块 游 泳 比 赛 银 牌 。 参 加 特 奥 会 回 来
后，乐乐变化很大，开始会照顾妈妈、
帮做家务、学做简单的饭菜。乐乐更加
热爱游泳锻炼，并立志要争取参加世界
特奥会。母亲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孩
子实现梦想。

2007 年世界特奥会，贵州没有游泳

项 目 的 参 赛 名 额 。
“当我看到女儿对世
界特奥会的期盼和向
往，她为此付出的努
力，都深深地打动了
我。”吕昕烛提笔给中国残联的领导写了
一封信，得到了中国特奥会的支持，乐乐
获得了参加世界特奥会的资格。

这一次，乐乐一举夺得 3 枚女子游泳
金牌。看到女儿第一个冲向终点，吕昕烛
流泪了：“比赛获奖不是最重要的，我最
欣慰的是拥有了一名身残志坚的好女儿，
她用她的坚强、乐观促进了我的成长，让
我明白了母爱就是不放弃，就是一种永恒
的坚守。”乐乐以前不爱说话、性格内
向。特奥会给她带来了快乐与喜悦，她现
在变得开朗了，喜欢与人交流，也有了自
己的一些想法。作为家长，吕昕烛深深体
会到了特奥运动能使智障人士感受快乐，
增强体能，尽快融入社会。在中国特奥

会、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等部门的
帮助下，经过 3 年努力，她创办了贵州省
首个智力残疾人托养康复机构——贵阳市
林桧阳光家园。

近年来，吕昕烛带领阳光家园的员
工，组织部分智力残疾孩子参与了贵州
省特奥家庭支持联络网工作，连续组织
和参加了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全国助
残日活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特奥日
活动；利用周末为有音乐才能的智力残
疾人做音乐培训;带领贵州家庭支持网络
团队，参加了在福州举办的全国特奥运
动会非体育项目活动，家庭领袖论坛会
议等活动，积极宣传为智力残疾人服务
的工作。

吕昕烛吕昕烛：：帮女儿实现梦想帮女儿实现梦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

吕昕烛和女儿在一起吕昕烛和女儿在一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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