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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慎，认真查找大量材料，翻阅有关

法律法规，整整一个星期吃住在办

公室，因为她觉得“要给人民群众

一个交代”。

案件审理过程中，导游李某始

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构成犯

罪。玉喃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让李某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

庭审中，她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并当庭感谢检察

机关的教育和感化。最终，该案获

得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

“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提名。

用善心为司法添一份温情

“对重罪案件，比如扫黑除恶

类案件，我是一定要严惩的。”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

玉喃溜在办案中，始终将打击矛头

对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

2020年，在审理兰玉早等14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敲诈勒索案时，

面对14名被告人、85起犯罪事实、

40余册卷宗、191G电子数据的海量

材料，玉喃溜白天审阅案卷，提审

犯罪嫌疑人；晚上摘录材料，推敲

疑难问题，仅用10天时间就全面完

成案件审查，撰写了20万余字的审

查报告。同时，她与公安、法院、

律师积极沟通对接，经她多次释法

说理，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认罪认

罚，量刑建议采纳率100%，上诉率

为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近几年，玉喃溜的工作重心

转到生态环境资源破坏案件，办案

理念也有了转变。“我不再执着于

办大案、要案，也不追求打击更多

违法犯罪分子，而是致力于贯彻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玉喃溜说。

“犯罪嫌疑人猎捕野生动物

系事出有因，其目的是为了自家

饲养的小鸡不再遭受‘绕子’的捕

食……”2021年8月19日上午，在

景洪市人民检察院召开的岩某涉嫌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公开听

证会上，玉喃溜向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说明了拟不起诉

理由。“绕子”是凤头鹰，属于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犯罪嫌

疑人岩某猎杀凤头鹰的行为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本可以按程序直接

起诉，但玉喃溜注意到，岩某家庭

生活困难，自身患有残疾，妻子又

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因

饲养的小鸡常遭凤头鹰捕食，不堪

其扰，岩某便使用粘条将一只前来

捕食小鸡的“绕子”粘住并打死。

该案如何处理，曾有过争议。

有的检察官认为，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进程中，对于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应持零容忍态

度，坚决打击才能遏制犯罪。但是

玉喃溜认为，冰冷的法律、机械的

办案，从法律条款看结果公平公

正，却失去了情理与温度，距离百

姓日常生活遥远且陌生。她深知每

一个案件的结果，都可能影响当事

人的一生和公众的价值取向，要让

人们看到法律的光亮，更要看到从

“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进步。

在她的坚持下，一场公开听

证会如期召开，既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又消除了公众对司法办案的

疑惑，以“看得见”“听得到”的

方式传递出司法温情。经过讨论，

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对岩某作出不起

诉处理。一位市人大代表对玉喃溜

说：“这场听证会让我感受到法律

的温度，我为你点赞！”

用普法护边疆一份稳定

近年来，随着茶叶价格上涨，

一些村民为增加种茶收入，不但

擅进国有林种茶，还人为毁坏茶树

周边植被。玉喃溜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直接把法庭搬到了村寨，希望

通过现场庭审与法治宣传相结合,达

到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随着村民对相关法律的咨询

诉求越来越多，玉喃溜马上抓住了

这次法治宣传的机会。“现在直播

带货那么火，我们也搞一个直播带

‘知识’。”疫情之下，手机直播

普法节目和《检察官微课堂》视频

应运而生。

由于没有经验，2019年底的

第一次直播，观看人数仅有几十

人。但玉喃溜没有气馁，及时和同

事围绕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利用

自己会傣语的优势积极策划了之后

的直播主题——“砍伐自家林木犯

法吗？”“哪些行为构成偷越国

（边）境罪？”……果然，直播和

微视频逐渐涨粉，很多村党组织书

记甚至提前“点单”、订阅，组织

全村村民收看。

“明天下午3点，保护妇女儿

童的傣汉双语普法直播，不见不

散。”景洪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室

发出了直播预告。傣语普法直播、

哈尼语普法直播、基诺语普法直

播……不仅直播内容贴近生活，直

播的受众群体也越来越精准。

一次普法直播结束以后，玉喃

溜接到一位74岁老人的电话。“检

察官，你开庭那天，我去现场听

了，我太对不起国家了。你说的那

些我们都听懂了，你们走后，我从

自己的积蓄里拿出1万多元买了松

树去种，你有时间来看看种得行不

行，不行的话我们再改正。”老人的

话瞬间让玉喃溜红了眼圈，也让她看

到了希望，“这是法治路上一个新

开始”。

“依法办案很重要，但社会效

果同样要考虑。比如保护生态环境

资源，打击不是目的，保护加恢复

才符合长远目标。”玉喃溜说。景

洪市2021年已在5个少数民族寨子

成立了“法治学堂”。作为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第一批入选的双语检

察官，玉喃溜自觉身负重任。她认

为，惩治犯罪只是一种手段，各民

族和谐共处、携手发展才是共同

目标。

本刊记者 谭江华 
（图为玉喃溜为孩子普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