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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一叶扁舟，倏忽已过万重山。转眼
间，我的援藏工作即将步入尾声。青藏高原，
雪域圣地，碧湖蓝天……回首一年前初临高原
时的景象，仿佛就在昨天。在这片秀美的土地
上，我邂逅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法治之旅，注定
成为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回忆。

2023 年 9 月底，我主动请缨并经组织批
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援藏干警，奔赴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进行援藏工作。

在动身前一天，我突然接到紧急任务：前
往拉萨协助侦查一起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案件。当时，由昌都检察同仁们组成的专案组
已进驻拉萨开展了两个月的侦查工作，我要即
刻前往与大家会合。

2023年10月17日10时，飞机降落在拉萨
贡嘎机场，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踏上这
片海拔 3800 多米的雪域高原，随之而来的便
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刚下飞机，我就感到头痛
欲裂、呼吸困难、心跳加速。

刚走出机场，见到了前来迎接我的专案组
同事土登。他带着灿烂的笑容，将洁白的哈达
献给了我，随后又递过来一个氧气瓶，嘱咐道：

“来到高原地区所有的动作都要放缓，如果呼
吸不适就马上吸氧。”这句话让离家3000公里

的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短暂休整一天后，我的身体逐渐适

应了高原气候，随后便投入到紧张有
序的侦查工作中。这起案件是昌都
市检察院办理的第一起司法工作
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案情疑难复
杂，现有证据不够充分，办理难
度很大。

我和专案组的 12 名同事挤
在西藏藏族自治区检察院的一个
小办公室里，昼夜加班加点，反复
梳理证据，经过6天的集中攻坚，成功
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立案侦查。

立案侦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跟进
侦查就更具挑战性。为全面收集犯罪证据，我
和同事们辗转北京、内蒙古等地，一天之内奔
走数百公里，途中还经常穿越冰川、雪山、草原
和戈壁无人区。

“缺氧但不缺精神。”这几乎成了西藏检察
同仁的“口头禅”。藏区条件十分艰苦，但总有
一群人发扬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
神，默默守护着这片高原。

“爸爸，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有
一天，同事多吉在进行视频聊天时，女儿的这
句话令他瞬间红了眼眶。藏区干警的家人大
多身处外地，他们一年只有五六十天的假期能
够回家一趟。然而，因为办案等诸多原因，许
多人已经一两年没有回过家了，他们只能将思
念之情深埋在心底，舍弃了自己的“小家”，坚
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藏区干警几乎都有驻村经历。这里的许
多村庄都没通公路，不仅要步行前往，还要克

服高原上极寒极热的天气，在村子里一驻就是
一年。高山峡谷里、崎岖山路上、牧民毡房中，
都留下过检察干警的足迹。他们还要主动排
查邻里矛盾，耐心释法说理，引导藏民们通过
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化解冲突。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坚守在岗位上默默奉
献，挥洒青春与热血，书写着对检察事业的无
限忠诚与热爱。

老西藏精神感召着我，也感召着每一位援
藏干部。重庆对口支援西藏昌都以来，已经走
过30年历程，一批批重庆儿女接续奔赴雪域，
以红岩精神奉献高原，又以老西藏精神接力开
拓向前。回到重庆，我将把援藏经历转化为继
续前进的动力，把学习老西藏精神与践行红岩
精神结合起来，继续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为
新时代检察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通讯员 马 弘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叶会娟）10月30日，由市检
察院主办的“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及“优秀长
江生态检察官团队”评选活动，历经一个月的激
烈角逐后，迎来了最终的现场评选环节。此次
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推深做实长江生态检察官
制度，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助推
长江生态检察官团队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建设，提升“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品牌的辨识
度和影响力。

评选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全市三级检察机
关的精英检察官和团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时侠联等院领导出席活动，全国人大代
表龚定玲、市人大代表朱炳清以及益心为公志
愿者代表彭国川受邀观摩指导。

此外，还邀请了来自市高级人民法院、市生
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
队等单位的9名专家担任评委。

据了解，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是重庆检察
机关探索打造的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和美丽重庆建设的生态检察工作品牌。9月

27日，市检察院启动了“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
及“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团队”评选，得到了全
市三级检察机关的积极响应，共有40名检察官
和30个团队参与申报。经过前期各单位推荐和
书面评审，15名检察官和10个检察官团队入围
现场评选。

在现场评选环节，15 名参评检察官依次上
台，围绕各自在长江生态环境方面的实践经验
和创新举措，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展示。展示内
容涵盖了从打击环境犯罪、保护水资源到推动
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现了长江生态检
察官的专业素养和使命担当。

“2018 年 8 月，二分院率先探索创立长江
生态检察官制度，面对质疑和挑战，长期奋战
在打击长江流域环资类刑事犯罪第一线的我
毅然决定投身长江生态检察改革试点工作，
光荣地成为了重庆首批长江生态检察官。”来
自市检察院二分院的检察官邓夏，讲述了近
年来她参与办理多个长江生态检察案件的心
路历程。

李姣，涪陵区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在7
年间共办理各类长江流域的环境资源类案件
361件，其中获评市级以上典型案例12件，个人
获评市级以上荣誉5项。“长江生态检察官，就要
实干担当、就要履职尽责、就要守正创新……”
她感慨地说道。

经过激烈的角逐，涪陵区检察院的李姣等
10名检察官获评“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市检
察院一分院团队等5支团队获评“优秀长江生态
检察官团队”。这些优秀的检察官和检察官团
队不仅在检察工作中表现突出，更在推动长江
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评选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长江生态
检察官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有力推动。

接下来，市检察院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
机，发现、培养一批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及团
队，持续做优做靓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品牌，为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美丽重庆建设提
供有力检察保障。

大渡口区检察院：
斩断“黑心棉”产业链
高质效办好涉民生案

本报讯 “张阿姨，你们曾经购买过的
‘黑心棉’已经‘变废为宝’了，你们不用再担
心这批棉被继续‘害人’了。”近日，大渡口区
检察院检察官对受害人张阿姨进行电话回
访时，告诉老人一个好消息。

售卖“黑心棉”专骗老年人

近日，由大渡口区检察院办理的“黑心
棉”案件中大渡口区法院将被扣押棉被及半
成品变卖给了相关企业，用在了正确合法的
途径上。

“历时三年，跨越八省，涉案金额超1500
万元，受害人多为乡镇偏远地区的老年人。”
回忆一年前办理的“黑心棉”案件，办案检察
官文青仍记忆犹新，“为了迅速办理此案，我
们成立了5个办案组，同步进行证据审查，经
常开会研讨案件疑点、难点，确保了案件如
期起诉。”

经公安机关侦查，2019 年以来，大渡口
区陈某某等5人在明知中间商购买非生活絮
用产品冒充新疆优质棉被销售的情况下，仍
然组织生产。

引导侦查后起诉嫌疑人

2022年8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被
公安机关抓获。2023年4月，公安机关将该
案移送至大渡口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要顺
利办理该案，突破口就在证据上。”文青与助
理一遍遍梳理案卷，围绕发现的疑点列出详
细的补充侦查提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后经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于2023年6月
再次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黑心棉”销售团
伙作案手段也逐渐清晰，他们往往先谎称走
错了地方，以要将这批棉被低价处理掉才能
收回成本为由，并在现场展示货真价实的新
疆棉花，以此诱导中老年人选择购买。事实
上，这些“黑心棉”制成的被子，成本最低只
有10来元，售价可达100元甚至更高，最终被
销售给了外省份偏远地区的中老年人。

经大渡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3年11
月，大渡口区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对陈某某等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
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并处10万元至600万
元不等的罚金。

及时妥善处置涉案物品

案子虽办结了，但积压在厂区的20余万
套成品棉被及500余吨半成品仍需及时处理。

“此类棉絮可以用于塑料大棚等工农业
生产的保暖防寒，其合法用途比较广泛，但
是不允许用于消费者贴身的保暖防寒用
品。”在与法院沟通时，执行法官说道。随
后，大渡口区法院强制执行了这批棉被及半
成品，让二十多万套棉被能够物尽其用，走
上“正道”。而这些棉被及半成品的变卖款
将抵充犯罪分子的罚金，并上缴国库。

该院将持续开展好“检护民生”专项行
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群众权益案件，坚
决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合法权益，努
力答好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答卷。

通讯员 梁小燕 任英豪 记者 张柳妞

交出长江生态环境的检察答卷
市检察院成功举办“优秀长江生态检察官”及团队评选活动

重庆市检察机关援藏干部黄河：

在雪域高原书写渝藏情深
人物档案

黄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
分院检察侦查办公室一级警长。
2023 年 10 月，作为重庆市检察机
关援藏干部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

黄河黄河（（左一左一））和同事查阅案卷和同事查阅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