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贤集》里讲：“寸心不昧，
万法皆明。 ”东晋吴隐之坚信“试
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所以在
上任途中敢饮贪泉水。 元朝许衡
自问“梨无主， 而吾心独无主
乎？”所以不为路旁之梨所动。心
中筑起遵规守法的长城，就不难
抵御贪欲的洪水。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习近平
同志当年在福建省宁德市工作
时， 一语道破从政为官的要义。
不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
不能护公正，“明法”才可以去贪
昧、养情操、守底线。“明法”是领
导干部立身处世、为政一方的基
本原则，只有将党纪国法内化为
心中的“戒尺”，秉公办事、依法
行事才能真正上升为规范，法治
信仰才能从坐而论道变为起而
行之。

现实中，或是认可“红头文
件比法律重要”，任由土政策、潜

规则甚嚣尘上；或是默许“领导
意志大于法律意识”，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或是因为
人情的介入、利益的羁绊而迷失
方向，长期以来，法律意识和法
治信仰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处
于空白状态。 多少人知法犯法、
铤而走险，就是因为失去了“心
主”，臣服于陋俗和权力。 想不为
诱惑所动、不为名利所扰 、不为
人情所缚，心中明法而不昧是前
提。

“自我心存道， 外物少能
逼。 ”心有敬畏，方能见贤思齐、
见利思义， 在利益面前不伸手，
在权力面前不逾矩，法律红线决
不触碰， 党纪底线坚决捍守；心
怀公正，方能一碗水端平，一把
尺子量到底，坚持法纪面前人人
平等、执行法纪没有例外。 党员
干部敬畏法律、信仰法治，法治
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才能获得

可靠保障。 如果视法律如无物，
不仅法律会变作“公堂木偶”，发
展成果也会遭到吞噬，改革蓝图
也会失去护佑。

置身今天这样一个改革攻
坚期、矛盾凸显期，纾解基层社
会矛盾如何标本兼治？ 处理多
元利益诉求如何确保公平？ 回
应 网 络 众 声 喧 哗 如 何 定 分 止
争？ 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领导干
部 要 学 会 用 法 治 思 维 认 识 问
题、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干部
心有所畏 、 言有所戒、 行有所
止 ，周围的正气就能积聚上升；
干部不守法、不检点 、不公道，
周 围 的 歪 风 邪 气 就 会 潜 滋 暗
长。 正所谓，“月映万川，万川映
月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
守法，是全社会形成法治信仰、
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 。 彭真同
志说过 ，领导，就要按照法律来
领导。 法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

展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的强大
武器 ， 也是党员干部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
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
为也 。 ”一事当前 ，不能无视法
纪，而应问一问自己：法律对此
是如何规定的， 怎样做才算合
法。 规范权力运行，维护法律权
威 ，必须有壮士断腕 、刀口向内
的决心。

春秋时期，李离因误听误信
判错了一个死刑案件，主动请领
死罪。 晋文公认为罪不在他，可
以从轻发落。 可李离坚持依照法
律行事，“失刑则刑、失死则死”，
毅然拔剑自刎，以身殉法。 建设
法治国家，就得有那么一股子有
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劲儿 ，就得
有那么一种法无偏私、动真碰硬
的认真精神。

执法为民，是我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
然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是
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是党的群
众路线的一脉传承。

作为检察人， 执法为民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执业底
线，是我们进行法律监督的感情基础，是我们践行检察职业
道德的基本要求。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要时刻心系群众，事事
以民为本，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倾听人民呼声，与人民
群众建立起浓烈真挚的感情基础，坚决守护好公平正义的防
线，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守护公正要牢记执法为民，执法为民与守护公正是相互
统一、相辅相成的。 作为检察人，我们要带着感情去执法，带
着一颗坚决维护公正的心去办案！ 这种感情是对人民群众的
血浓于水的亲情！要做一个恪尽职守、克己奉公的检察人，执
法为民是基础，守护公正是保证。

公正，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犹如奔流不息
的江河，千古流传。公正就是正直、就是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公正是一种道德，一种修养，一座天平。 只有秉持正义，把纠
纷双方平等地放在天平两端，平等地对待，才能更好地化解

矛盾。 每一位检察官的心中，都应当有着
一种永恒不变的信念， 那就是公平与正
义。 只有用坚定的信念之火锻铸正义的
宝剑，惩处和斩断一切罪恶之源，奏响公
平正义的时代最强音， 我们才无愧于人
民检察官这一神圣的称谓！

守护公正是执法为民的最大保障。在
我们平凡的工作背后， 是追求公平正义
的崇高事业， 是关系人民福祉的神圣使
命，与光荣和自豪同在的，是沉甸甸的责
任与担当！

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每个人的权利和尊
严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不管是农民工，
还是亿万富翁。 执法为民，就是对日复一
日、平凡甚至琐碎的工作毫不懈怠；执法
为民， 就是在一个个案件中为点滴的公
正奔波操劳，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 正是这平凡的努力，正
是这点滴的公正， 汇聚成新时期人民检
察院执法公正、执法为民的壮丽篇章。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崇高的事业，
源于点滴积累和不懈努力。 在我们身边，
不难看到，一批批前辈和同行，正在兢兢
业业、 克己奉公地坚守和战斗在各自的
岗位上。 反贪局的干警们日夜不停地奔
波在办案一线调查取证， 与犯罪嫌疑人
斗智斗勇。 公诉部门的干警们加班加点，
查清事实，凿实证据，为每一次成功出庭
支持公诉，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凭着
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凭着对检察事
业的无限热爱， 在惩恶肃贪的战场上披
荆斩棘，屡破大案、要案。 他们在权与法、
情与法的交锋中，顶住各种压力及威胁，
秉公办案，最终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让公平正义的光辉璀璨闪耀。 在我们身
边，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检察官，他们为
了工作，舍小家，顾大家。 有的积劳成疾，

落下一身的毛病。 有的默默无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
了光荣的检察事业。 他们视群众为衣食父母， 常思为民之
举，常办利民之事，以血浓于水的感情“执法为民”。

一篇叫《赶考》的报告文学，曾这样写道 :人民是永远的
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身为人民检察官，我们要始终保
持“赶考”的政治清醒，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谋，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身为人民检察官，
就必须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身为人民检察官，就意味着没
有掌声和鲜花，只有默默奉献。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体现在
执法办案过程中，就是要求检察人员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
义之剑，筑牢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生机无限的时代，这是一项充满艰
辛却又充满成就的事业。 实现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重任在
肩！ 在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愿每一个检察官都能站成
一个个精准的坐标， 做执法为民的标杆， 做守护公正的典
范！ 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是幸福的！ 因为我
们把自己的忠诚与奉献融进了检察事业中，融进了人民安定
团结的幸福里！ 作为检察人，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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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是对原有状态的打破 ，是新质代替旧质的
改变 。 人生需要突破 ，需要在突破中创新 ，在突破中
拓展 ，在突破中辉煌 。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现有状态
都会依靠惯性维护自己的存在方式 ， 故而突破仰赖
于一种强烈的主观进取精神 。 勇者突破 ，懦者守常 。
突破是通过主体的 “突 ”而破 ，不是 “等 ”而破 、“思 ”而
破 。 这包含着突破主体事先须有长时间 、有目的的力
量积蓄 ，包含着选择突破口等的精心筹划 ，包含着时
机成熟时的主动进攻 。有时候当新旧要素处于短兵相
接 、犬牙交错的相持阶段或临界状态时 ，松一松就会
退回原状 ，咬一咬牙就能坚持到底 ，迎接曙光 ，关键在
于有一种不胜不已的坚强意志和毅力 。有的人在人生
旅途中也想有所突破 ，然而就是因为缺乏意志 、毅力
不济而半途而废 。 突破总要伴随着一些痛苦 ，有时候
还要有所牺牲 ，任何不愿付出 ，想轻轻松松 、戴着白手
套就实现突破的幻想 ，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碰得
粉碎 。 突破 ，关键在突破自己 ，超越自己 。 突破狭隘 ，
自己火热的胸怀就能包容广阔的天地 ； 突破消沉 ，自
己健康的心灵就能永葆青春的火力 ；突破保守 ，自己
智慧的头脑就将闪烁创造的火花 。 突破是心灵的超
越 ，是思想的解放 ，是情感的净化 ，是精神的升华 ，是
工作的创新 。 朋友 ，愿您的人生在不断突破过程中走
向完美 ，创造精彩 。

（10 月 27 日于石家庄 ）

（六十九）突破之思

碎思偶得
□ 村樵

聪明 ， 是一种灵性和悟性 。 一个人灵性的悟度
和悟性的灵度 ，决定着他聪明的程度 。 写在脸上的
聪明叫灵活 ，藏在心里的聪明是智慧 。 英国作家洛
克说 ： “能把握事物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的人 ，就是聪
明人 。 ”换言之 ，凡是聪明人 ，都善于把握不同事物
的共同点和相似事物的不同点 。 我们在生活 、工作
中应该学会找到这两个 “点 ”，并能把握他 。 聪明的
人并非不做蠢事 ，而是较少做蠢事 ；聪明人也犯错
误 ，但很少再犯同一类错误 ，知道从哪里跌倒就从
哪里爬起来 ，而且不会在原来的地方再摔倒 。 他们
能够做到 “错过了初一 ，不再错过十五 ”；头一天早
上因没起早而误事 ，第二天早上决不会又因起晚再
误事 。 聪明人把人生看成圆的 ，圆周上没有绝对的
得失和成败 。 泰戈尔有句名言 ：“谁一生中没有当过
傻瓜 ，谁就不会成为聪明人 。 ”从傻瓜到聪明 ，是人
逐渐聪明起来的必然过程 。 “难得糊涂 ”的糊涂不是
真糊涂 ，而是清醒状态下的故作糊涂 ，实质上是聪
明的极致 。 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真正的聪明
人 ，但也能看到自以为聪明 、常常耍小聪明的人 。 打
个比方 ，小聪明是锅上面的油花 ，真聪明是锅底里
的干货 。 小聪明也是一种聪明 ，但有度 ，过了头 ，就
会弄巧成拙 。 大事不糊涂 、小事常糊涂的人是聪明
人 ；而小事不糊涂 、大事常糊涂的人 ，是自以为聪明
的人 。 周恩来总理曾经讲过 ：“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
是没有好下场的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
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 ”从
周总理的这一教诲中我们可以领悟到 ， 做聪明人首
先要做老实人 ，老实人未必都能成为聪明人 ，但老实
中蕴含聪明的因子 ， 不老实人之聪明 ， 不能称为聪
明 ， 因为这种所谓聪明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和历史的
检验 。托尔斯泰认为 ：“聪明人的特点有三 ：一是劝别
人去做的事自己先做 ； 二是决不去做违背自然界的
事 ；三是容忍周围人们的弱点 。”这一标准并不高 。朋
友 ，你应该做到了吧 ？

（11 月 1 日于石家庄 ）

（七十）聪明之思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 王铭东

□ 辛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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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后，通过
公报了解 ，媒体传播 ，在院党组
统一组织、 引导下连续不断、形
式多样的集中学习，让我个人的
学习脉络在逐渐清晰，学习体会
在层层叠加。

法治改变和影响着你我 ，法
治印记鲜明深刻

1986 年，我从河北大学财经
专业调剂到了新成立不久的法
学专业，有幸成为这个专业第六
届的本科生， 可以说应生而运，
从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改变
了人生的方向。 1990 年，正逢我
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在当年
的 10 月 1 日颁布实施，那年，我
被分配到了政府办公室从事政
府法制工作，参与完成了政府法
制工作在武强的初创，亲历了依
法行政在基层萌发 、风动、成长
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见证了基层
法治建设一段颇具开创性的发
展历程。 1997 年通过公开招考，
我有幸进入检察机关，成就了我
的检察梦。

之后， 在 15 年基层检察院
工作的法治土壤里，我的个人法

律素养得到淬炼和培育。 一步步
法治理念实践的催化，使我不仅
仅在工作数量上累积、 提高，一
些内在的、深层的思维习惯和方
式方法也潜移默化， 更加贴近
了、符合了法治要求 ，塑造着法
律的人格。

这是我个人简单的一个法
治印记。 以我们每个人的法治进
程为鉴，学习《决定》，更加深入、
全面的理解 、体验 、融入依法治
国， 就更能感受到法治像阳光、
空气、水一样对我们每个人的不
可或缺 ，感受到法治改变、影响
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力量，感受到
中央战略决策的英明，感受到我
们肩负的责任神圣。

法治 “施工图 ”已经绘就 ，法
治变化值得期待

学习中，看到一篇题为“四
中全会后， 生活将有哪些改变”
的文章，给了我一些启发。 文章
归纳、列举了几个方面的变化将
影响我们的生活。

结合自身工作，学决定看变
化，看变化学决定 ，期待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变化， 我理解如下：
一是学习的热潮。 包括单位、公
民个人，学法、知法、用法、守法

的意识和氛围将空前强烈和浓
厚。 二是行为的审校。 每个公务
人员和社会个体，都要对自己的
行为定位与法律要求做一个审
视和对照 ， 从而对一些思维习
惯 、 行事方法将在法律的框架
内，有一个检测和修正。 三是用
权的监督。 依法治权、依法用权
成为热点关键词，一切权力都有
广泛监督之下的清单和运行图，
滥用和亵渎将受到严惩。 四是法
律信仰的树立。 信访不信法、信
人不信法、遇事不找法的一些社
会顽疾得到医治，法律作为权利
救济当然手段的权威和公信树
立。五是潜规则的遇冷。人情事、
关系事、 金钱事将慢慢淡出，依
法办事、 依规办事将成新常态。
六是法治人员素质的提升。 法律
部门和人员的自身素质、职业能
力将长足提高，司法公信力将得
到有力提升。 七是执法环境越来
越好。 法治条件下执法环境将大
幅优化， 各种非正常的干扰、干
预将得到有力的遏制和排除。

法治建设进行时 ，在践行上
强势启程

变化蕴含希望，担当成就梦
想。 决定已为我们描绘了的法治

建设的蓝图，吹响了法治建设的
冲锋号，如何把《决定》贯彻落实
到具体的工作上、每个人的行动
上， 把可预可期的变化变为现
实，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补课中启程。 做好贯彻落
实《决定》这篇大文章，我们需要
补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的课，补
以人为本、以法为本的课 ，用法
治精神、“五检”、“五院” 的基本
内涵正本清源、统一思想。 在反
思中启程。 要勇于反思、反省、修
正我们原来工作中不到位、欠火
候、有瑕疵的问题和方面，用更严
的标准规范执法，用一系列新的措
施确保严格执法，保证法治在检察
机关得到不折不扣贯彻实施。在坚
持中启程。 要坚持法律至上，依靠
法律思维， 推行法治体系建设，彻
底扭转有法不依、 法律形同虚设、
随意突破法律底线的情形，做法律
的坚守者，做法治的捍卫者。 在闯
关中启程。要用改革的精神闯法治
发展之关，冲破利益藩篱，去除各
方纷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
治发展之路， 开创法治建设和个
人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本栏目由
河北省检察官文联协办

检察文苑

在学习领会中期待
在率先践行中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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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丰南检察官高学林撰写专著

由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科科长、文件检验高级工程
师高学林编著的 22 万字《文件检验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日前正式
付印，唐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玉国，唐山市丰南区检察院检察长李
瑛为该书题词。

《文件检验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是高学林同志近 30 年从事文件
检验技术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总结， 收录了他自 1996 年以来在国
内、国际中文核心期刊、法庭科学权威期刊以及研讨会上发表、交流的
文检技术论文 59 篇。

该书不仅是文件检验技术人员的良师益友，也是侦查、检察、审判
人员提高保护文件书证意识，掌握文件书证、笔迹、印文样本等提取技
巧的工具书。 （杨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