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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形到有形 从有形到有效

推动检察文化与检察业务双向赋能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文化建设纪实

本报通讯员●史文丽

以文润检
激活履职“一池春水”

“这个暑假多亏了你们时时‘盯着’，孩子没有和
那些不良朋友交往，开学返校后表现一直很好。”近
日，小章（因参与校园欺凌被列入临界预防帮教对
象）的母亲在接受检察官回访时说道。2023年，该院
创新推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三诉帮教”体系，根据

“诉前、诉中、诉后”三个诉讼阶段，对罪错未成年人
进行分级分类预防矫治。诉前临界预防帮教是前移
检察保护触角，将筛查出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罪错
未成年人纳入“临界预防人员库”，“一人一档”，以

“家访式”调查走访，了解每个孩子的行为动向、思想
动态及面临的问题困惑等，再根据其个性特征、家庭
情况、学习情况、罪错程度等，制定个性化帮教方
案。今年8月，该院与公安机关联合对辖区56名罪
错未成年人持续开展临界预防帮教，全力拉回跑偏
的“问题少年”。

“依托‘党耀检心’‘青蕊未检’等品牌矩阵效应，
我们设立了‘1+N’党员先锋岗，诉前临界预防帮教
就是这一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该院党支部书记锡
林介绍，“1+N”即一个党员先锋岗+N个党员先锋，
由党员先锋担任未检办案团队负责人，吸纳政治、业
务能力突出骨干，组建“青蕊未检”党员先锋岗发挥
示范作用，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该院借鉴党员先锋岗的实践经验，先后成立了
检察官普法宣讲队、“聚能”党员志愿服务队、青年攻
坚队深入学校、社区、企业，开展普法、帮扶、心理辅
导等活动上百场，拍摄制作各类普法视频40余个，
短视频《孙大圣氪金记》荣获2024年内蒙古网络普
法新媒体作品大赛优秀作品。

一棵小草历经生命的锤炼，成就了井尔梁高山
草原的壮美；一支“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
检察队伍，离不开检察文化这一“引擎”。党旗红，检
察蓝，相交辉映，滋养着这支队伍如青草般向下扎
根，向上生长。

回民区位于呼和浩特市

西北部，坐落在山水环绕、草

木丰美的土默川平原上，背

靠连绵起伏的大青山。源远

流长的土默川文化、底蕴深

厚的草原游牧文化和大青山

红色文化在这里熠熠生辉、

交融碰撞。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人民检察院立足地域特色

和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倾

力打造了“党耀检心”文化品

牌，将看似无形的检察文化

依托品牌建设的有形抓手，

推动检察文化与检察业务双

向赋能。

“8月入职报到时，我就注意到办公
楼走廊墙上的各类‘鸡汤’，看到‘木桶
理论’‘森林效应’……当时就觉得挺有
意思的。”回民区检察院新入职人员于
成威对缘何将这些与法律无关的理论

“挂”在墙上并没有过多思考。直到 9
月中旬，院里针对新入职人员开展了一
场培训——参观院内法治文化教育基
地，这才使于成威对检察文化的认知从

“有意思”到“有意义”：“看到回民区检察
院自1978年恢复建院以来的发展历史，
我才深深感受到，原来随处可见的‘走廊
文化’是在近 50 年检察实践中创造、发
展和形成的，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走进该院办公楼，忙碌的身影随处
可见。早在2016年，该院就将检察文化
精髓高度概括为“至检崇法、至善怀仁、
至公勤廉、至臻活力”，并同蕴含深刻哲

理的管‘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范畴的
理论嵌入楼宇文化，让每一面墙都“会说
话”。

今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
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
恰逢其时，该院“党耀检心”法治文化教
育基地建成，融合了法治文化、党建文
化、检察文化、廉政文化，不仅是检察人
员接受学习教育的平台，也是展示检察
文化的重要“窗口”。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党耀检心，即
党的领导犹如照耀和指引检察人前行的

“灯塔”，失去党的领导，检察文化如同无
源之水，这也是该院“党耀检心”品牌的
深刻内涵。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利星介绍，
该院已建成“一廊+一平台+两基地”的
法治文化阵地矩阵，一廊就是办公楼内

的文化长廊、一平台是“检阅·思享·聚
能”大讲堂教育培训平台、两基地是“党
耀检心”法治文化教育基地与“同心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通
过多维的文化阵地建设构建共有精神家
园，让检察人员像蒙古马一样持续深耕
祖国北疆“法治沃土”。

2023年，该院院歌《答案》录制完成，
主创和演唱均是该院检察人员。“这不仅
是检察人员智慧的结晶，也是几十年检
察实践积累的宝贵财富。”王利星表示，
该院还通过举办各类文体活动沉浸式体
验，让检察人员在精神上解忧、文化上解
渴、心理上解压。元宵节猜法治灯谜、端
午节包粽子系香囊、中秋节趣味运动会、
书画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是传统
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载体，更是检察文
化底蕴的持续积淀。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阴山之美、
秀水之灵，滋养着这支实干担当、敢于
创新的检察队伍，而自身文化建设赋予
了这支队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乌素图召段赵长城遗址是保存相
对完好的一座烽火台。站在这里，仿佛
看到2300年前的金戈铁马。”战国时期，
赵武灵王除了倡导“胡服骑射”外，另一
大功绩就是修筑赵长城。战国赵长城，
是中国长城家族中最古老的一员，回民
区境内共有赵长城遗址 16 段（点）。然

而，该院在履职中发现，历经风雨侵蚀，
部分遗址保护标识及碑文模糊不清，一
些石碑也有不同程度破损，亟需加强保
护。在检察建议的刚性监督下，行政机
关积极整改，对境内赵长城遗址进行全
面检查，及时更换了保护标志碑。

回民区境内不仅有像赵长城这样
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但保护状况不尽人意。回
民区检察院依法履职，针对调查走访
了解的非遗保护面临专项资金不足等

诸多问题，积极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监督，通过“调研报告+检察建议”双
驱动，推动回民区非遗项目从 12 项增
加至 17 项，当地政府将非遗保护与传
承工作经费列入专项预算，并推动 14
大系列、224 门非遗课程成为中小学生
的“必修课”。该案还推动当地政府将
非遗小吃打造成宽巷子美食街网红食
品，成为文旅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入选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典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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