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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宁 2 月 16 日电（记者卢羡婷）又
是一年春暖时，桂北的山花冒出新芽，扎根故土
的瑶族女检察官曹艳群离开人们已经一年多
了，她的精神却始终感召着这里的父老乡亲和
每一位检察人。
　　“她把每一起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好办实，
对弱势群体进行多元化救助，即便她只是平凡
的微光，也尽心竭力照亮别人，直至生命最后一
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廖希安说。
　　曹艳群生前是资源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
员、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第三检察部控申工作负
责人，从检 13 年，她始终奋战在司法办案、服
务群众最前沿。2021 年 12 月 15 日，因长期超
负荷工作，曹艳群突发急性心源性疾病，经抢救
无效因公殉职，生命永远定格在 36 岁。
　　 2023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追授曹艳群同志
荣誉称号命名表彰大会，追授曹艳群同志“全国
模范检察官”“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

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群众奔走

　　 2021 年，桂北大瑶山的冬天冰冷潮湿，曹
艳群一心想要尽快办结张贻胜司法救助案件，
让他们家尽早拿到国家司法救助金，过个好年。
然而，就在曹艳群计划第二天去瓜里乡田洞里
村对案件进行再核查时，她突然倒下了……
　　噩耗传来，同事们谁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上午还跟大家有说有笑的，怎么会走了？”
　　曹艳群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检察事业。“群
众的困难是等不起的。”第二天，同事们接过“接
力棒”，带着悲痛的心情来到案件当事人张贻胜
家里核实案情。张贻胜的妻子伍艳蓉问道：“曹
艳群怎么没来？”当得知实情后，她十分悲哀，双
眼满是泪水。
　　伍艳蓉回忆说，半个月前，她怀着忐忑的心

情只身前往资源县检察院办手续，抵达客运站
时，曹艳群早已在那里等候，全程带领她办完所
有事宜，又开车把她送到客运站，还给她买了回
家的车票。“我跟她非亲非故，她还这样帮助我
们，是真的好心人。”
　　司法救助不能停，困难中的群众不能等，这
是曹艳群所坚持的信念，也是她的同事们坚守
如一的共同誓言。
　　就在事发前几天，曹艳群患重感冒，严重的
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
工作热情。“曹姐嗓子哑到说不出话，还让我替
她讲电话，工作却一点没落下。”同事毛佩荣说。

“她都这么难受了还说自己没事，一心想着尽快
完成手头的几个案子。”曹艳群的丈夫蒋涛回忆

起妻子离世前的状态，懊悔不已。
　　在同事和朋友眼中，曹艳群就如“铁人”
一般，没有她干不成的事，没有她迈不过去的
坎。她始终保持一颗为民之心，把老百姓的疾
苦当成自己的疾苦，以女检察官的细致和耐
心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用心用情守护公平正义

　　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是每一个政法工作者的追求，也是曹艳群
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8 年中南民族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
她，怀着为家乡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初心和

为党的事业忠诚奉献的使命，毅然放弃在大
城市深造发展的机会，回到资源县，从事基层
检察工作。
　　办案中，曹艳群是个敢啃“硬骨头”的人。

“再难啃的案件从没听她说难，她总会想方设
法去解决难题。”与曹艳群并肩作战的同事谢
玉华说。
　　一个 30 余年的信访积案，许多证人和
案件亲历人都已退休或去世，怎么办？她迎难
而上，几度在深山里徒步几十公里，深入案发
现场调查取证。与同事驱车 2000 多公里寻
找关键证人，最终采集了 50 余份证人证言，
制作了 100 余页审查报告……当时的她还
处在哺乳期，因此被同事们冠以“拼命三娘”

的称号。
　　在曹艳群看似柔弱的外表下，却有着一
颗坚毅的心，惩恶扬善、依法打击犯罪的信念
从未动摇。在 2014 年一起在校初中女生被
三名男子强奸案中，受害人家属由于种种原
因要求撤案。考虑到案情重大，性质恶劣，曹
艳群主动提前介入，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一
同前往外地，找到已在外读书的受害人并对
其证词进行再次确定。最终案件得以顺利起
诉，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从检以来，曹艳群以“求极致”的精神办
好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每一个案件，创造了所
办 1048 个案件无瑕疵、零差错的优秀业绩，
所办多个案件和检察建议获评自治区检察系
统优秀精品案件和优秀检察建议。

心中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在曹艳群的亲人、朋友和同事眼中，作为
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永远是一个开朗、坚
毅、热情、充满正能量的人。
　　“曹艳群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办，从不叫苦叫累，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风貌。”廖希安说。
　　廖希安曾找她谈话，告知党组决定由她
来负责第三检察部的工作。“她说‘请党组放
心，只要组织需要，我就百分之百地努力把工
作干好！’”廖希安说，谁也没想到，曹艳群如
山花般灿烂的生命竟戛然而止。
　　曹艳群 1985 年 2 月出生在资源县一个
普通的瑶族家庭里。她承载着父母的期盼和
依托。她的离去，让亲人、朋友们无比痛惜，年
迈的父母强忍心中悲痛，帮助照料两个外孙。
　　“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你热
爱的检察事业和你深爱的家，唯独忘了你自
己……”同在政法干线工作的丈夫蒋涛写了
一封信，送给天堂里的妻子。
　　字里行间，是思念，是寄望：“我一定会好
好抚养我们的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把你的故
事讲给他们听，将来让他们和你一样，成为勇
于担当、乐观豁达、内心充满爱的人。”

铁 肩 柔 情 　 一 心 为 民
追 记“全 国 模 范 检 察 官”曹 艳 群

　　看到菜场卖菜的老人可怜，他将菜全部
买回家；见到路边有老人独自慢行，他就捎上
一程；驾车路过车祸现场，他主动将伤者送去
医院……
　　他多次向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手，捐
助对象包括贫困学生、困难家庭、灾区以及市
县慈善机构。至今捐了多少？他已经记不
清了。
　　他是徐德林，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幸福
街道管园村人，今年 66 岁。问他多年来乐善
好施、见义勇为到底图什么？他说，就图这点
帮助人之后的开心。

记不清有多少次捐款

　　 20 多年前，徐德林在报纸上看到一则
消息说，河南省洛宁县底张乡的苏村小学，孩
子们只能在一座破庙里上课。
　　徐德林当时是南通市幸福机模厂的修理
工，每月工资两三百元。看到这则消息，他心
里很不是滋味，就给学校汇去 100 元。
　　半年之后的 2000 年 4 月，苏村希望小
学校长郑麦肖给他写来一封信：“我代表我们
苏村希望小学全体师生向您问好，感谢您用
爱心捐赠的 100 元钱，使我们学校添加新
绿。我们用之买的万年青，如今生意葱茏，一
天比一天旺盛……”
　　这是徐德林记忆中的第一次捐款，或许
是这次捐款有了善意的回复，从那以后，只
要 看 到 报 纸 上 有 求 助 信 息 ，他 就 忍 不 住
汇款。
　　乐善好施的徐德林，对自己却很抠门。

“剩菜剩饭，我舍不得丢。吃了没有什么地方
不舒服，为什么要浪费呢？”
　　不修边幅的他穿着一件已经泛黄的白色
T 恤衫，一只棕褐色的皮革包用了 20 多年，
早已破旧不堪，仍舍不得丢。
　　他的捐助对象，包括贫困学生、困难家
庭、灾区以及市县慈善机构。至今捐了多少？
他心里没数，因为很多汇款回执和捐款证明，
都因为搬家给弄丢了。很多网络捐款、微信转
账，一时也记不清。
　　儿子刘振兴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他刚上小学时，在徐德林的抽屉里看到过
几封来自贫困山区的感谢信。“汇款不多，都
是 50 元或 100 元。这些感谢信，因为搬家，
现在都找不到了。”
　　这些更早的汇款，徐德林显然不记得
了。目前他印象中的第一笔汇款，就是给苏
村希望小学的。苏村希望小学门前的万年

青，深深根植在他脑海里，成为他的幸福
回忆。

见义勇为，救急救难

　　 2014 年 4 月 5 日下午，南通市通州区
平潮镇 27 岁的陆玲开车回娘家，车上坐着
51 岁的母亲和 18 个月大的女儿。行至通州
区 204 国道平潮镇一路口等绿灯时，一辆同
向行驶的重型罐式货车突然闯红灯左转弯，
猛然撞上陆玲所驾车辆的左后侧……
　　陆玲被巨大的冲击力震懵了，稍许清醒
后，她发现后座的母亲和女儿歪在座椅上，母
亲已失去知觉，女儿额头有个小碗口大的
伤口。
  慌乱之中，陆玲抱起女儿，站到马路边求
救。一辆白色小型面包车停在陆玲面前。一名
中年男子打开车门，简单问明事由后说：“我
帮你打 120 ，我不懂急救知识，不敢乱动老
人，只能等急救医生来诊治。孩子得赶快抢
救！”男子迅速驾车将陆玲和孩子送往通州区
平潮医院，老人则被随后赶到的 120 急救车
接走。
　　一到医院，男子忙前忙后，医护人员以为
他是受伤孩子的家人。等陆玲的家人赶到医
院，中年男子就悄悄离开了。
　　事故处理完后，警方认定肇事货车负全
责。陆玲的母亲因内脏严重出血不幸身亡，孩
子经及时治疗痊愈。陆玲和家人觉得，必须找
到孩子的救命恩人并酬谢。然而，茫茫人海，
去哪里找？
　　陆玲丈夫的朋友殷建峰听闻此事，为他
们在当地一家门户网站发出“救人司机，你在
哪里？我要谢谢你！”的帖子，很快引发各方
关注。
　　在辖区警方全力帮助下，通过调阅事发
地监控，那辆白色面包车被找到。当警方确认
车主徐德林就是助人者并与他联系时，徐德
林却表示：你们认错人了。
　　后来，辖区民警和陆玲一家赶到徐德林
家中，他仍然摇摇手“谢绝”众人：你们一定看
错了，做好事的不是我。
　　无奈之下，民警出示打印的视频图片，以
此相“逼”。看着照片，徐德林只好承认：当天，
他到平潮镇一家企业拉货，正好路过现场。送
母女二人去医院的，确实是他。
　　“之所以不想承认，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事情真的没什么了不得，但凡有良心的人都
会做。”徐德林说。
　　代陆玲一家网上发帖寻人的殷建峰，随

后在网上提出一个新话题：“如果你驾车路过
车祸现场，会停车救人吗？”不少人留言表示：
会打 120 或 110，但不一定会开车送伤者去
医院，担心会被“粘”上。
　　这样的顾虑徐德林没有。2018 年 8 月，
他再次出手相救受伤路人。
　　“一个女的，50 多岁，骑电瓶车在城北大
道和通刘路交叉路口，自己撞到马路牙子上
了。”徐德林骑电瓶车路过，发现伤者满脸是
血，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让她等几分钟，我先报警，然后回家
开车送她去医院。”徐德林说，报警只是为了
保全她的电瓶车，而且，事故发生地就在监控
摄像头下方，他不担心被讹。
　　由于伤口太大，幸福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没法包扎，徐德林又将伤者送到南通市中医
院。没想到，医院的医生问伤者：“他是怎么撞
你的？”伤者如实说：“不是他撞的，是我自己
不小心。他是救我的人……”
　　伤者的儿子闻讯赶来，要答谢徐德林
500 元，被婉拒。

就图这点帮助人之后的开心

　　 2008 年，徐德林加入了无偿献血大军，
每次 400 毫升，累计献血 18 次。
　　“本来想献满 20 次拿个金奖的，可是，过
了 60 岁，他们就不让我献了。”尽管获得了

“2016-2017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银奖”的
荣誉证书，徐德林心里还是有点遗憾。
　　说起徐德林，管园村的人都说好。他先后
获得诚信居民、南通好人、见义勇为、无偿献
血银奖等各种荣誉称号。更多的好，并没有荣
誉证书来衡量，而是人们的口碑。
　　“看到菜场卖菜的老人可怜，他会将菜全
部买回家；见到路边有老人独自慢行，他就捎
上一程；遇到神志不清的迷路老人，他主动上
前询问并将老人送回家。”徐德林所在小区的
网格长金爱芹说，老徐心好，遇到有需要帮助
的人，都会去搭把手。
　　“他跟他儿子，是我们这里最积极的志愿
者。”管园村党支部副书记高飞说，疫情期间，
只要有需要志愿者的场合，徐德林总是第一
个到场，帮着忙前忙后，张罗各种琐碎的
事务。
　　真要问徐德林图什么？他说，就图这点帮
助人之后的开心。
　　“人总是要经历磨难的，有困难的时候肯
定希望有人相帮。我能帮一点，就很开心。”徐
德林说。      (本报记者朱旭东)

热心助人图什么？他这样回答……
记“南 通 好 人”徐 德 林

　　初中文凭，却满腹诗篇。50 岁
农民工朱彦军在《2023 中国诗词大
会》总决赛上一路乘风破浪，荣获亚
军。从黄土高坡的小山村到以诗会
友的大舞台，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
诗歌给朱彦军架起了一道跨越梦想
的“彩虹桥”。

黄土高坡上的诗意少年

　　“最喜欢在放羊时，看着夕阳西
下，我坐在山坡上读诗歌。美得很！”
　　朱彦军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市静
宁县魏沟村。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零星聚散的羊群、按时种收的庄稼，
勾勒出他的童年生活。他初次接触诗
词，是一年级语文课上学的《悯农》。

“读起来顺口、好记。”他说，小小年纪
的他陶醉于诗词中平仄格律的韵味。
　　父亲发现他的爱好后，为他买
了不少诗集和报纸。父亲无声的支
持让他形成了定期摘抄诗词、反复
背诵的习惯。
　　下课后的教室里、放羊时的山
坡上、帮工时的庄稼地……只要有
空，他的手里就攥着一本诗集。“读
得多了，发现诗词‘无意不可入，无
事不可言’，总能言简意赅地吟诵万
事万物。”他说。一句句凝练的诗句
如万花筒，透过它们，少年看到黄土
高坡上涌起的无限诗意。
　　上初中后，很多同学都选择辍
学、外出打工。逢年过节，朱彦军总
听同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当时很
憧憬大城市的生活，自己也想出去
闯一闯。”初中毕业后，他背着几本珍爱的诗集，
开始走南闯北、外出务工。
　　年少时的选择也成了朱彦军难以释怀的憾
事。因为识字少，他读诗词时，经常遇到“拦路
虎”，只得随手翻查字典。不论走到哪里，他一直
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20 多年的陪伴，字
典已被他翻烂，勉强用胶带粘着。
　　将近 40 年，朱彦军摘抄的诗词已填满六
七个笔记本，分门别类地记录着诗词原文、字词
翻译和典故，这些笔记他都视若珍宝。

享受孤独的“独行侠”

　　“农民工读诗有啥用？”朱彦军没少被人这
样问。在闲时就刷手机、聊天打牌的工友中，他
常显得格格不入。
　　“我不介意这些。每当我读诗时，就觉得‘书
卷多情似故人’，很快能融入意境中，那感觉是
很美的。”他说，“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中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对我来说，是
‘诗里且贪欢笑’。一旦沉进去，周围的一切都不
是事儿了。”

　　在他的初中语文老师李植林看来，
学生朱彦军颇有几分“独行侠”的洒脱：

“喜欢文学、享受孤独，他能一直坚持自
己热爱的东西，收获精神财富。”
　　每到一座城市，朱彦军会先去书
店和图书馆。白天忙着工作，他就用中
午和晚上的时间抄诗、背诗。他最喜欢
下雨天，这时工地会停工，他就能花一
天时间待在书店。有时，最近的书店离
工地相隔近一小时公交的车程，但他
从不觉得累。
　　诗词在朱彦军的生活中不再是一
句句死板的文字，更是同悲共喜的“老
朋友”，诗词丰盈了他的人生。“高兴
时，便觉‘春风得意马蹄疾’；失落时，
又用‘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
人’来勉励自己。”他说，诗词让自己重
归平静，从容处世。
　　朱彦军熟记的诗词稳定在 1000
首左右。越过诗歌流淌的长河，和诗人
对话，他在诗词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力
量、充盈内心。

年过半百的“扫地僧”

　　在《2023 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
上，朱彦军起初并不出众。“年龄大、方
言重”是不少人对这位西北选手的第
一印象。“五十岁的人第一次登上这么
大的舞台，说不紧张是假的！”朱彦军
说，有时仅三句台词，他也要整晚反复
背。但只要进入诗词比拼环节，他马上
松弛下来，对答如流。
　　首次登台，朱彦军用“此行不为鲈
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做开场白：“对

我来说，参加比赛是以诗会友的因缘际会，是一
场诗词之旅。”渐渐地，这位沉稳坦然的“扫地
僧”般的选手走入了更多人视野。
　　沉着应对的背后，是朱彦军夜以继日的努
力付出。从节目播出开始，朱彦军一直追看《中
国诗词大会》。他总是趴在电视机前，抄写选手
吟诵的诗词。后来，不等选手们开口，他已抢先
喊出答案。
　　 2020 年，他以试一试的心态参加第五季

《中国诗词大会》海选。接到邀请电话时，他刚在
内蒙古的一处工地找到活干。“上有老、下有小，
家里还供着两个大学生。”为了眼前的生活，他
不得不暂时放下“诗与远方”。2023 年，在妻子
的鼓励下，朱彦军再次报名参加比赛。这一次他
没想到，自己一路披荆斩棘、挺入总决赛。
　　静宁县越来越重视教育，农家书屋为爱读
书的人提供了阅读场所。朱彦军希望，更多人能
爱上诗词绘就的诗意人生。
　　对朱彦军来说，这趟奇幻的诗词之旅恍若
一梦。回望过去，他仿佛又看到那个独坐山头、
手握诗卷的少年。
        (本报记者文静、王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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