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棱镜

博物馆是一个城

市的重要会客厅，承

担着保护文物、展示

藏品、讲述历史、传播

文化等功能，是彰显

一座城市文化特色的

重要名片。

近年来，“博物馆

热”越来越受公众青

睐，起初这股由年轻

人掀起的热潮，如今

带动无数人走进博物

馆，与“老祖宗”来一

场穿越时空的“亲密

接触”。到博物馆去

“ 打 卡 ”热 度 持 续 升

温，“为一座博物馆，

赴一座城”成为文化

新时尚。

“博物馆热”的背

后，是公众与传统文

化的“双向奔赴”。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是凝固的历史，但它

们 从 来 都 不 是 静 止

的。每一件文物都是

历史的见证者，是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时

空宝藏”,它们静静伫

立在那里，无声地诉

说着沧桑过去，见证

国家的历史，也跃动

民族的根脉，让我们

得以一窥中华文明的

辉煌。在博物馆里，

透过一个个器物，感

受 前 人 的 真 实 与 温

度，历史就好像在大

众眼前“活”了起来。

如果故宫博物院

没有珍藏《千里江山

图》，那我们将从哪里

知晓这幅璀璨而又神秘的画作，王希孟的名

字 又 或 为 后 人 所 知 或 被 历 史 湮 没 ？ 如 果

1949 年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

国旗没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那后人将

如何通过这面已经磨损、略有褪色的国旗，去

真切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象征和中国

历史新篇章的见证？还有金缕玉衣、晋侯鸟

尊、马踏飞燕、青铜神树等无数的珍贵文物，

正是我们借助博物馆这个“窗口”,才有幸一

睹其历史的“真容”，领略其承载的传统文化

的魅力。

知来处，方可明去处。五千年中华文明

犹如川流不息的长河，收藏、保护、展示着文

明印记的博物馆正是我们凝望过去、连接现

在、通往未来的渡口。博物馆给予公众的不

仅是以物证史、以物说史、以物释史，更重要

的是以史明理、以史育人、以史启智。我们触

摸过往、感知历史，为的就是将所有苦难与荣

耀、沉重与激情积聚成阔步前行的文化自信，

意气风发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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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锁定辖区群众普遍关心、社会反响强

烈的案件线索，以“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案决心，

由里及表，抽丝剥茧，案件办理实打实高质效。

摒弃就案说案的固有思维，通过“一个案

件胜过一沓材料”的监督路径，着力推动检察

建议掷地有声，着力促进形成部门联动，着力

推动出台可以长效执行的规范性文件。

紧盯县域发展大局，围绕“美丽方山”总体

战略，精准监督，踏实办案，以“检察蓝”守护

“生态绿”，以能动履职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

一。

去年以来，方山县人民检察院以“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为理念，在监督主责主业上

频频出招，用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

典型案件说话，真正使检察机关成为服务保障

方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小事不小看，小案不小办

“在未检人心中，每一起未检案件都是‘大

要案’。我们积极践行‘小案不小办’的司法理

念，让小案成为带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

有力抓手。”谈及之前一起未成年人监护缺失

案件的办理初衷，方山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郭强对记者说道。

去年 8月，该检察院通过 12309热线，收到

一条未检案件线索：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检察院

在办理张某涉嫌盗窃罪案件中发现，张某在实

施犯罪时，身边带着年仅 8 岁的儿子乐乐（化

名），因乐乐的户籍在方山县，子洲县检察院未

检部门便将案件线索移送至方山县检察院。

方山县检察院接报后，第一时间前往乐乐

户籍所在地走访，得知其家庭相关监护人因各

种原因，无法、无力承担乐乐的抚养责任，仅有

一个姑姑在县城外的移民区租房居住，且生活

十分拮据。一番耐心疏导，乐乐的姑姑答应作

为监护人暂时抚养乐乐。

很快，方山县检察院分别向县民政局和村

委会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尽快为乐乐办理指

定监护人事宜。不久，乐乐被该院接回当地，

经与方山县教育局协调沟通，乐乐作为新生在

开学季正式迈入校门。

同时，该院与县民政局紧密配合，落实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救助政策，每月定期为乐乐

发放救助金 1145元。此外，该院还协助乐乐姑

姑向县妇联、县工商联、所在乡镇等部门申请

救助，竭尽所能为因案致“困”的乐乐撑起一个

“家”。

此外，该院能动履职，联合民政、教育等 12
家单位共同会签了《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

社会化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用

“一站式”服务，为受困的孩子筑起一道“爱心

防护栏”。

一案影响一片

“作为检察机关，既要有发现监督线索的

敏锐触角，又要有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勇气

和定力。面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案源，

我们的原则是迎难而上，直面焦点，果断发力，

确保‘一案影响一片’。”在党组成员、第三检察

部主任薛婷婷看来，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是智慧

和勇气的双重结合，缺一不可。

瓦窑河位于方山县城中心地段，河水自东

向西直接汇入我省三大重点水源工程地之一

的横泉水库。横泉水库为吕梁市区和中阳县

城近 40万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并为流经区域提

供工业供水和农业灌溉服务，是关系方山经济

发 展 和 吕 梁 市 区 居 民 生 活 用 水 的 重 要 水 源

地。但多年来，瓦窑河河道内各种生活、建筑

垃圾肆意堆放，成了方山县城最大的垃圾集中

地，居民怨声载道。

方山县人民检察院经过排查走访，决定对

瓦窑河污染情况立案，随即与环保、水利等行

政机关协调配合，委托专业机构对水体污染进

行检测，确认了河水污染的实际状态。

为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检察公益诉讼

目的，方山县人民检察院召集各行政部门召开

座谈会，明确其法定职责，以及对应任务。该

院向县生态环保局、住建局、水利局、农委、圪

洞镇五家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各部门

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业

标准进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瓦窑河污染问

题，在改善县城城市居住环境的同时保证横泉

水库饮用水体的安全。

各行政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分别向县

委、县政府报告请示，引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当年，方山秋季瓦窑河雨污分流提升改造

工程开工，目前河道面貌焕然一新。

办案中开辟新思路

“方山生态资源丰富，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何守护，既是一道必答题也是一道多选题。

检察担当当仁不让这是必答题答案，围绕职能

用心、用情、用智慧守护这是多选题答案。我

们要做的就是把题面答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监督效果。”方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史永明

的理解透彻而深刻。

方山森林覆盖率达 41%，被誉为“吕梁市

的后花园”。不久前，在吕梁新城建设某中学

改扩建项目施工过程中，因院内一处建筑两侧

的 4 株树木影响施工，施工队向该中学时任负

责人电话咨询，该负责人在未向相关部门履行

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同意移植，后该 4 株树

木因移植保护措施不当逐渐枯萎死亡。

公安机关以该中学时任负责人涉嫌危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立案侦查，移送方山检察

院审查起诉。收到案件后，方山县检察院迅速

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实地走访、询问证人、比对

树种照片，专程赴省绿化委员会调取证据。经

查明，该 4 株树木既不属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

古树，亦不属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名木。据

此，检察机关以被不起诉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

不起诉决定。

经此一案，该院开始稳妥探索“林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结合前期广泛调研普查结果，

以《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实施两周年为

契机，以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刑事案件为切入

点，邀请林业及各乡镇负责人召开古树保护诉

前磋商座谈会，督促各单位强化管理、科学管

护、规范执法，并创新推动开展古树“公开认

养”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树保护。

面对古树位置分散、查找不易、耗时费力、

专项工作进度缓慢、公益保护效果不明显等问

题，该院聚焦大数据赋能监督，开发构建古树

保护数字检察监督模型，实现了对所有林木保

护调查取证可视化、精准化、数字化，大幅提升

了跟踪问效质量。

精雕细刻打磨，精益求精办案，方山县人

民检察院深耕业务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各种

荣誉纷至沓来。2023年，该院办理的 1起未成

年人监护缺失类监督案被吕梁中院评为典型

案例；古树名木保护法律监督模型荣获山西省

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优秀奖；办

理的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入选 2023 年度

全省检察机关新时代检察监督办案“三个效

果”有机统一典型案例等。该院多名干警同时

获得省市“业务能手”“业务标兵”等诸多奖项。

“一竿子插到底”
——方山县人民检察院推进案件办理实打实高质效小记

□ 本报记者 王洋

漫长的岁月，赋予历史一份

震撼人心的热度。每当翻阅历史

的长卷，都会被那悠久的过往所

深深吸引。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

民，在这片美丽的神州大地上创

造了辉煌的历史，岁月像是一方

沉默的碑刻，无声地纪念着曾经

发生的一切。

在过去那个黑暗、压迫、动

荡、混乱的年代里，鲁迅先生以笔

为刀戈,以文为匕首，创作出了具

有灵魂的文字，那些文字划破了

黑暗的天空，让封建愚昧的国民

意识到自己深陷泥潭，于是纷纷

觉醒开始自救，冲破世俗的思想。

《呐喊》描绘了当时社会形形

色色的中国底层人民，将当时的

沉疴痼疾暴露于阳光下，深刻反

映了社会问题，狂人，阿 Q,孔乙

己，华老栓，闰土,这些耳熟能详

的名字,皆出自《呐喊》一书。这

些主人公,有的愤怒、痛苦、疯狂;
有的愚昧、陈腐、卑微;有的善良、

懦弱、迷茫......鲁迅先生以尖锐的

文字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

在孔乙己身上,我们可以看

到一个自视清高，却连秀才也不

是,功名利禄样样全无,生活过得

穷酸,却始终端着架子的“读书

人”。鲁迅先生描写了旁人对孔乙己无情的嘲笑和讥

讽,以此烘托孔乙己的悲凉。孔乙己后来为生活所迫,
偶尔做些小偷小窃之事,终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

下默默死去。鲁迅先生通过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揭露

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

的茶毒。

华老栓为了救他的儿子，迷信“人血馒头”可以救

人一命，不惜花大把大把的银子，在茶馆中卖力工作只

为换得馒头，可小栓吃了之后还是死了。这种迷信充

分表现出当时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的愚昧，无知和迂

腐。这药不仅仅是指那个沾满了革命烈士鲜血的馒

头，更是表达了鲁迅先生想以此文作为唤醒国民麻木

灵魂的一剂良药，有着直冲灵魂的鲜血淋漓与痛彻心

扉。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

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当然，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

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

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

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

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

黑暗，这样的文章风格，语言特色无不体现了鲁迅先生

急切地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呐喊》文集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

怀。鲁迅先生通过对底层社会的深刻描绘，批判了社

会的不公和人性的扭曲，他的许多观点对于理解和反

思当代社会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他所写的主题似乎

仍未过时，很多观点和思想至今对国人有着深远的影

响，鲁迅在不同的形式中被一次次阅读。

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阅读经典可以涵养性情，

启迪人生。细嗅花香，触摸经典。由书及人，品悟文字

深情，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圈点批注，精读略

读结合的方法，对文章重要部分字斟句酌，结合文章的

创作背景，加深对小说人物的印象和主旨的把握。遇

到晦涩难懂的文字，我们也应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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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为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诉源治理工作走深

走实，岚县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党委政府领导

下的社会治理工作大格局，积极安排部署，

于 2022年在全县所有乡镇、村、社区挂牌成

立“诉源治理法官工作站”，两年多来，工作

站指导化解了大批矛盾纠纷，使纠纷防于未

发、诉讼防于未成、案件防于未衍，诉源治理

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强化基层矛盾防范，常态化精准排查，

从被动“坐堂审”到前端“源头疏”。岚县人

民法院把法官包乡联村作为诉源治理工作

的重要抓手，在所有乡镇、村、社区公示包联

法官信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订单

式”的司法服务。以诉源治理工作站为基

点，强化基层联络，建强多元解纷“情报站”，

加大对基层治理单位化解工作的组织、协调

和指导，开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调解技能

等培训工作，提升基层治理单位调解人员纠

纷化解能力，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发现、就地

调处、就地化解。两年来共组织调解员培训

8次，委派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案件 130件，调

解成功 59件，调解成功率为 45.38%。

同时，岚县人民法院着力开展法官“进

乡村、进社区、进网格”，用信息化深耕“法官

责任田”，法官和法官助理按所对接的乡镇

和社区、开发区，创建了 12 个包括法官、法

官助理、村（社）干部、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

员等为主要群成员的诉源化解微信群，第一

时间发现基层的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将纠纷

引导分流到调解组织，并指导纠纷化解，实

现了法庭（法官）与乡镇、村社基层联系的及

时化、便利化和常态化。指派 9名干警具体

负责辖区网格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微信群

管理维护工作，做到网格“三个必到”，即当

地党委政府重要议事需求必到、有突发事件

发生必到、网格有较大纠纷化解必到，实现

了纠纷防范化解全覆盖。截至目前，12个诉

源化解微信群共接受法律咨询 260余起，诉

前化解纠纷 80 余起，做到了矛盾纠纷早发

现、快化解。

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利用诉源治理法

官工作站，加强与乡镇、村、社区的沟通交流

和协作联动，合理利用解纷资源，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做好法律宣传咨询、纠纷指导调

处等工作，深入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进一步建立高效实用的工作机

制，更加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服务人民

群众，把更多的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

在基层，力争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岚县法院：法官“包乡联村”让矛盾纠纷不出村

近日，离石区凤山街道阳光社区开展“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主题宣

传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调动了辖区居民学习防灾减

灾等知识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建设安全和谐社区、守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奠定基础。 记者 王瑞 摄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杨思慧）
近日，交城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悦读润心，

手绘书香”主题读书日活动。

活动开始，公司青年员工们纷纷登台，分

享自己最近的读书故事，畅谈心得感悟。从《长

安十二时辰》中了解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多样、

到《走在人生边上》中领悟“千锤成利器，百炼变

纯钢”的道理；从《我与地坛》中体会生命的精彩

和灿烈到《云边有个小卖部》中感受最质朴也最

真挚的感情……大家以书为媒，以字为桥，共同

分享读书的快乐，探索知识的海洋。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绘画是

为了遇见更美的自己。”山西省书法家、美术

家、漫画家协会会员李志强老师围绕“悦读

润心，手绘书香”主题给大家讲到。李志强

通过解说一幅幅手绘作品、一个个小故事，

将艺术理论和手绘技巧传达给职工们，并在

现场手把手指导、帮助大家完成有创意的手

绘作品。每个人都用手中的画笔和绚丽的

色彩，绘制着自己对阅读的理解与感悟。

据介绍，交城县供电公司将不断搭建平

台，常态开展读书分享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

化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发职工内在动力，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交城县供电公司：开启读书之旅 享受悦读之乐

瞬
间好

照
片

有
激
情

在第23届平遥国际摄影展期间，原吕梁文工团的部分旧同事们相聚平遥，与五十年前的旧照合影。 图/王元元
赏析：这是一张普通合影，本没啥稀奇，不过带来的那种岁月悠悠，着实令人唏嘘感慨。合影者，来自天南海北，生

活事业各有各的精彩。五十年前，他们都是吕梁文工团的一员。如今，旧日朋友相聚，指着大幅照片中年轻的自己，回

首往事，无数悲欢离合，俱归于平静，轻声一笑而已！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再聚首，就不知何年何月了。

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