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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吴晓军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办案是检察机关最好的名

片，说得再多再好，也不如扎扎实实办好一个案件。神

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我相信，优秀公诉人也是案

件‘喂’出来的。”这是丁瑞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

　　1985年出生的丁瑞，现任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

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二级检察官。从事检察官工作

以来，他精心办理每一起案件，在提高案件质效上

锤炼自我，先后两次荣获“信阳市检察机关十佳公

诉人”称号。2023年3月，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十

二届全省优秀公诉人暨第一届全省优秀刑事检察

官助理业务竞赛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省十佳公诉

人”荣誉称号。

每一案都“求极致”

　　“只有善于研究新情况，才能不断解决新问题。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丁瑞挂在口头的一

句话。

　　丁瑞接手办理一起污染环境罪案件时，倒吸了一

口凉气。犯罪嫌疑人私建炼铅厂，利用废铅蓄电池为

原料冶炼粗铅，因作案时间跨度长，直接证据灭失，

冶炼数量难以认定。他反复研究案情后，确立了依

靠客观证据、补强间接证据的补查方向，从补充犯

罪嫌疑人的银行卡交易记录、炼铅厂用电记录、用

煤记录等环节入手收集证据。与此同时，他开始学

习冶炼相关知识，在网络论坛上发帖与此方面的专

业人士交流。

　　“反射炉一炉能装多少原料，需要用多少度电，多

少煤，添加多少铁粉作为还原剂，一炉能产出多少成

品粗铅，收集多少铅尘，你我都很清楚。”在审讯犯罪

嫌疑人时，丁瑞从一天能够烧几炉，到停一次火要损

失多少钱，与犯罪嫌疑人侃侃而谈，中间还穿插使用

行话、土语，最终让犯罪嫌疑人放下侥幸心理，主动交

代了相关情况。

　　“你怎么啥都懂？啥都瞒不住你？”审讯结束后，一

名犯罪嫌疑人说。丁瑞微微一笑：“不懂这些，怎么办

案？你们认罪悔罪才能依法得到宽大处理。”

　　公安机关移送的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犯罪嫌疑

人胡某拒不认罪，且现场无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仅

有间接证据。审查起诉期间，丁瑞认为胡某构成犯罪，

但法院可能会作出无罪判决，两次提交院检委会讨论

后，以胡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

　　该案起诉到法院后，一审判决胡某无罪。收到判

决书后，丁瑞认为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

错误，提出抗诉意见，得到院检委会的支持。他在抗诉

书中对判决列明的无罪理由逐一驳回。

　　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

无罪的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法

院改判胡某有罪，被告人再次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

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

　　同事问丁瑞：“这个案件怎么办得这么好？”他说：

“办案好比考试，我们要解答三个问题，犯罪事实是否

存在？该事实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事实是否能排

除合理怀疑？办案的过程就是寻找证据，回答这三个

问题。但办案与普通考试又有所不同，三个问题，答错

一道就是0分，就是冤假错案。”

每个疑点都不放过

　　在办理一起放火、盗窃案时，丁瑞发现犯罪嫌疑

人张某的一份笔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办案民警问其

“是否有犯罪前科”时，张某回答说：“几年前我和他人

一起抢劫过出租车。”但案卷显示，张某的前科查询证

明中，并没有抢劫的前科记录。

　　“这不是张某信口开河，而是案件没有侦破。”丁

瑞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取证，最终挖出

了一件未侦破的陈年旧案，让6年前在固始县、商城县

周边，以夜晚搭乘出租车下乡为幌子，专挑女性出租

车司机实施抢劫的系列案件成功告破，逍遥法外6年

的同案人王某落网。张某因犯放火、抢劫、盗窃罪，数

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某犯抢劫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1年。

　　一名被害人在接到丁瑞的电话时，激动地说：“6

年了，我早就不抱希望了，案件能破，真的太意外了！

谢谢检察官，你们让我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2021年，办理一起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转

移赃款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时，丁瑞没有简单

就案办案，而是通过对5名犯罪嫌疑人1000余页盘根

错节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交易记录缜密审查、统

计，通过对证据的抽丝剥茧，不仅找到了分散在全国

各地的37名被害人，串并了37起案件，还追捕了3名上

游犯罪人员，其中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另外两

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有效地打击了电信网络

犯罪。

　　很多外地的被害人接到固始县检察院打来的电

话时，都很意外，在当地报案后“石沉大海”的案件，居

然被固始县的司法机关侦破了。一起办案的同事笑

言：“丁检察官连自己的微信余额都不知道，却能把犯

罪嫌疑人每一条微信转账记录的来龙去脉都扒得清

清楚楚，我是大写的服。”

　　丁瑞在办理一起涉黑案件中，面对部分犯罪嫌疑

人家属的缠闹、个别辩护人借助网络的炒作，他和办

案团队秉持“用扎实的证据说话，用严密的审查服人”

的办案理念，审查证据材料1万余份。该案提起公诉的

37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

案件背后有温情

　　在院里开展如何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座谈时，丁瑞说了两个关键

词：“情同此心”“如我在诉”。他说：“检察官也是有血

有肉的人，不能只当法条搬运工，要做办案中设身处

地的为当事人着想，把案子办得富有人情味。”

　　丁瑞在办理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中，有不

少被害人反映，被盗电动自行车未追回。他多次到

看守所做犯罪嫌疑人工作，并联系其家属，最终促

成赔偿，既为全案9名被害人挽回了财产损失，又在

法律范围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宽大处理，促使其认

罪悔罪。

　　“其实这些小案件，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天大的

事。要通过办案把社会问题解决掉，把矛盾纠纷化解

好。”丁瑞说，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会让司法

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告知被害人权利、听取意见，丁瑞总是优先选择

电话告知，通话结束时，总不忘叮嘱被害人将这个号

码记好，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他说：“我选择电话告

知，并不是不愿意接触被害人，而是为了让他们少跑

一次路，降低诉讼成本。”在接待当事人时，他总是先

倒上一杯水，将来访人送到门外，送下台阶，并留下办

公电话。

　　“作为一名检察官，丁瑞先后办理了千余起案件，

在一个个大案要案的淬炼下，在一次次疑难复杂的挑

战中，他始终秉持追求极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以术业专攻用心守护公平正

义，彰显检察匠人本色。”固始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王海评价说。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戴逸轩 王岩

　　

　　一枚指纹残缺不全，在他眼中却能昭彰正义；一抹血迹微不可察，在

他手中却能锁定幕后凶手。夜色斑驳里，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案发现

场，俯下身子寻找连仪器也无法甄别的蛛丝马迹……

　　他就是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刑警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痕迹检验正高级工程师李韶峰。

　　从事刑事技术工作29年来，李韶峰用3400余起勘验现场的付出、千余

案件鉴定零失误的业绩，以匠人之心拼构细节、还原真相，在平凡岗位上

创造案件侦破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2010年盛夏时节的彭城大地闷热无比，在鼓楼分局刑事技术室里，四

五名民警围着李韶峰，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飞快地捕捉比对库里每

一枚指纹的特征。“找到了，就是它！”现场民警欢呼起来，李韶峰布满血丝

的双眼满是欣慰。凭着一枚残缺不全的指纹，数日后，专案组成功将一起

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刑事技术工作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力活。在案发现场，既要爬

高楼、挤窄墙、钻下水道、踩着泥泞、俯下身子勘查，更要忍受血腥、气

味，甚至危险。再恶劣的环境，也阻挡不了李韶峰勘验现场、破解刑事案

件密码的执着，只要进入现场，不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他誓不罢

休。凭着这股钻劲儿，许多疑难案件在李韶峰手上迎刃而解。

　　2003年，辖区某村发生一起女童被猥亵案，犯罪嫌疑人自恃已清洗过

身体各部位，面对警方讯问百般抵赖，拒不交代，现场也无明显痕迹物证。

李韶峰没有气馁，细致观察检查，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右手食指指缝里发现

了疑似血迹，最终通过DNA鉴定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本案也

成为该市较早利用DNA破案的成功案例。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于小案来说，图侦手段在破案方面更快捷。但对

于命案来说，痕迹检验仍然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可靠手段，以及更为重要

的，作为证实犯罪、防止翻供的关键一环。2017年，某小区门口发生一起伤

害案。现场勘查中，李韶峰敏锐发现了现场反常情况，通过现场模拟复盘，

反复进行实验，并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最终，综合现场描述，准确筛查认

定了犯罪嫌疑人，成功将案件破获。

　　“哪怕只有1%的可能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痕迹物证，他都会尽100%

的努力。”同事李真这样评价李韶峰。

　　李韶峰带过的徒弟感叹：“多少的疑难杂症，只要韶峰哥在，其他技术

员心里就踏实了。”若干年前，辖区某地接到群众报警，楼顶发现一黑色袋

子，臭味扑鼻而且往外渗液。技术员到现场后心里没底，赶紧给李韶峰打

电话。李韶峰到现场一看，感觉不对头，两人仔细地按程序开展检验，果然

是一起案子。

　　痕迹检验工作在刑警大队的众多岗位中，是默默无闻的岗位，却

是更需要细致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维力。在李韶峰看来，自己并非火

眼金睛，而是在长久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以及不断根据刑事科

学技术的进步提升技能，让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从瞬息万变的犯罪现场

找到破案线索。

　　近年来，李韶峰先后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专业技术论文6篇，作为主要

参加人参与出具无差错鉴定书120份，鉴定结果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为

侦查破案提供方向，参与出具的、并被法庭采用作为审判证据的鉴定书

100份，受理检验各类痕迹检验鉴定220余起。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我们来给你们送锦旗了，感谢你们

培养了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近日

在陕西省汉江监狱采访时，李屹超的同

事向《法治日报》记者讲起汉中市大河

坎镇艺苑社区党委书记、艺苑居住区业

主委员会和佳苑物业公司代表一行人带

着锦旗、感谢信和鲜花前来感谢灭火救人

的“好警察”，当时的场景让人印象十分

深刻。

　　“听到他们要找的救火英雄是李屹超

时，大家在欣慰和骄傲之余，也并不觉得

意外，因为从平时的表现来看，他挺身而

出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李屹超的同事说。

　　李屹超，陕西省汉江监狱一名监狱人

民警察。

　　今年3月3日18时20分左右，艺苑居住

区九龙壁308楼一住户家中因老人做饭厨

房油锅起火慌忙中将毛毯扑盖灭火导致

火势迅速蔓延，发生火险报警。

　　“着火的楼栋里共有100余户，常住人

口近300人。且该楼和旁边的几栋楼连在

一起，如果发生大的火灾，后果不堪设

想。”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屹超直摇头。

　　外出的李屹超和家人刚出电梯，就发

现楼道里浓烟滚滚，一位老人正在楼道里

大声呼救。见状，李屹超迅速拿起走廊里

的干粉灭火器，大步冲向了老人家里。

　　“我记得当时房间里火光刺眼，气味

刺鼻，我头顶以上都是黑烟，视线很模糊，

给灭火增加了难度。”李屹超用干粉灭火

器喷了一分钟左右，依然无法完全扑灭火

势。于是，他又冲向消防栓，拿出消防水

带，让舅舅配合打开消防栓的开关，最终

将火扑灭。

　　李屹超的舅舅回忆，李屹超从火灾现

场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头发和眉

毛变成了灰黄色，眼皮下面都是黑色烟

灰。万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当消防队员

赶到的时候，他们还表扬了李屹超，说他

的处理方式很专业。

　　“我还觉得奇怪，平时没有见小李吸

烟，有段时间却连续咳了一周的黑痰。”监

区长苏彤如是说。

　　李屹超入职两年，因为善于学习、勤

于思考，很快从“职场小白”转变为能独当

一面的“改造能手”。2023年初，李屹超向

监区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作为刚参

加工作不久的青年警察，他转换角色迅

速，适应工作快，服从组织安排，时刻保持

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在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他经常放弃休息时间，用自己的私家

车承担监区物资转运、文件送达等工作。

他因为监区值班备勤需要，两次推迟原本

定好的婚期，坚守工作岗位，没有一句

怨言。

　　对救火这件事，李屹超自己说：“因为

单位经常组织消防演练，我对消防器材的

使用比较熟悉，所以发现火灾时，我第一

时间就冲了上去。当时心里只想着要把火

扑灭，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民警察

应该做的，我相信任何一位警察遇到那种

情况都会冲上去。”

丁瑞：
“十佳公诉人”三次上榜

　 图① 丁瑞在查阅指导性案例。

　 图② 丁瑞（右）在庭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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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峰：经手千余案件鉴定零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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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韶峰（右）和同事一起寻找微量物证。 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供图  

  图①  李屹

超在工作中。

  图② 火灾当

事人向李屹超（右

二）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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