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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谋私”套路层出不穷，那些披着
马甲、裹着糖衣的受贿案件，不断刷
新检察官的社会阅历。

例如，某地产企业为了贿赂某领
导，找某市区委主席的侄女拍广告，
并赞助了30万元做广告拍摄费。问
题是，这条广告只拍了5分钟，而且
根本就没在电视上播过。再如，某地
产企业找了一个相貌能力都一般的
女士，并安排其担任超高薪工作，后
来将她介绍给某领导的儿子，两人走
进了婚姻的殿堂。到这里，故事并没
有结束，两人一周后闪离，该领导的
儿子获得3套房。

某开发商想要贿赂一主管局长，
于是这个开发商就让局长的亲戚购
买自己开发楼盘的一处房产，然后局
长的亲戚“巧妙地发现”这个房子之
前已经卖给了别人，顺理成章地，双
方发生了纠纷无法和解，局长亲戚将
这个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则根据开
发商签署的承诺书中的相关条款判
处开发商退楼，于是局长亲戚“顺理
成章”地拿到了两倍房价的赔偿款。

某企业派专人值守彩票兑换点，
用现金购买中奖彩票，然后以代买为
名将买到的中奖的彩票送给受贿人。

某行贿人以受贿人儿子的名义

在香港马会买了一匹赛马，并且缴清
了几年的费用，这匹马在里面比赛赢
的钱都归受贿人，而且还能操控外围
盘口赌博赢钱。

上海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包括
侦防在内的青年干警培养，强调在办
案实践中成长、成才，并且搭建平台、
促进发展。“反贪青年论坛”以业务学
习和工作交流为主要内容，举办专题
交流以及模拟侦查、预防实训等相关
活动，从中发现青年人才，再以办理
重大省部级案件为契机“回炉”锤炼，
优中选优，努力造就一支拉得出、打
得响的自侦、预防青年检察队伍。

刷新社会阅历 识别行贿套路

就着一碗炸酱面凑合一顿晚饭，
办公室抽屉里有一沓银行卡，加在一
起不过十来万的存款……反腐剧里，

“目标嫌疑人”故作镇定，满口“为人
民服务”，检察官唯有见招拆招，步步
紧逼，才能赢得话锋。

“对方跟我们侃佛经聊感悟，我
们不能只会阿弥陀佛。对方练书法
磨字，我们不能甘当‘键盘侠’。”反贪
青年论坛上，嘉定区检察院反贪干警
生动描述提审“过招”的场景，现实
中，嫌疑人的强势城府是长期以来大
权在握所造就。敢“开口”，会“开
口”，这是检察官控制场面的第一关。

《人民的名义》中，检察官侯亮平
时常话机一转，嫌疑人冷不丁就掉进

“埋伏”里。例如，侯亮平“恭维”嫌疑
人赵德汉手中握有实权，副省长要见
他也得在办公室外站上几个钟头，赵
德汉辩驳起来底气十足：“有权不能
任性。”侯亮平灵机诱敌：“有权是不
能任性，但可以谋私！”

现实中，反贪青年干警的文化积
累来自阅读。翻阅他们的月度读书
清单，厚厚的法理与检察实务工具书
自然是占据办公桌的右手书架，然
而，文史哲的日常熏陶，他们在情与
理的世界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

己”，办起远比电视剧还要惊险的大
案要案，出口成章游刃有余。“源洁则
流清，形端则影直。恕人责己，助人
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业
主之要道也。”引经据典，不畏强权，
文字功底是反贪干警的一大修为。

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陆续选派
近百名优秀青年干警参加了中纪委、
高检院侦办或交办的省部级干部职
务犯罪案件，成为协办原全国政协副
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案，查办安徽省副省长杨振
超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等一批大
要案的办案骨干。

多看书才能对嫌疑人“开口”

科学挑战节目
来沪征集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人工智能正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和未来，那么，机器人究竟能不
能战胜人类？央视综合频道与中科
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的大型科学
挑战节目《机智过人》近日来沪征集
人工智能项目，该节目将于今年暑期
在央视一套周末黄金时段播出。

据悉，这是国内首档聚焦智能科
技的科学挑战类节目。中科院上海
分院、上海市科协、中科创星承办的
《机智过人》全国项目征集活动上海
站近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上演。

现场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机器人
与诗词专家“斗诗”。这一名叫“九
歌”的机器人出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一群研究生之手。九歌的名字取自
屈原《九歌》，在它的大脑里储存了从
初唐到晚清的30万首诗，并由此学
会了作诗。从“春意满江南”开始，以
最后一字为头“接龙”，单句是诗词专
家所作，双句是机器人“九歌”所作：

“春意满江南，南枝次第开。开云杨
柳碧，碧落芰荷香。香隔孤村起暮
烟，烟波渺渺楚天连。连桥古巷飞新
月，月上高台望北辰。”每句都很有意
境，但是机器人的速度更快。有趣的
是，正当赛诗会如火如荼之际，一旁
担任主持的机器人小i突然提示说
自己没有电了，被临时送下场充电，
由此暴露了机器人也有“短板”。

80后反贪检察官聊现实版《人民的名义》

与嫌疑人“过招”已用上大数据
撕开云层上面的世界，捅破阳光下隐藏的黑暗，最近，一部“追到让人停不下来”的反腐正剧《人民

的名义》为看似高冷的检察官职业做出热血诠释。目光如炬，金句迭出，激浊扬清的形象背后，要经过
多少“回炉”，才能修炼到摧坚拔锐的境界？在上海检察系统，有一个名为“反贪青年论坛”的实训平
台。在那里，青年报记者听到的是大案要案背后的实战总结：“年轻人不缺想法，缺的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高学历出身的他们，一次次敲开贪官家门，完成惊心动魄的逮捕与提审，文化充电与技能升级是他
们的必修课。 青年报记者 卢燕

坐在恒温防撞的讯问室里，检察
官提审嫌疑人，隔着单面玻璃，举报
人做着指认，资深检察官密切关注着
讯问室里的一举一动，对当事人的反
应进行微表情分析……这样的桥段
在反腐剧里已不新鲜。

大数据时代，现实中的检察官正

在用社会化数据来建立人的模型。
所谓“社会化数据”，除了年龄、性别、
体貌特征、业余爱好、婚姻状况、学
历、工作履历和升迁状况、配偶子女
情况，甚至还包括了脾气性格、酒量、
人际关系、特殊的技能、衣着打扮习
惯、晚饭后散步的路线等。

目前，上海的青年检察官正在从
职务犯罪侦查视角下探索“数据人”
模型。将这些数据放在一个“池子”
里做大数据的运算，从中发现一些案
件线索或提炼出一些客观规律用来
构建导侦模型，发挥数据潜能的高级
应用，推动侦查方式转型发展。

探索“数据人”模型对接大数据

一部“追到让人停不下来”的反腐正剧《人民的名义》为看似高冷的检察官职业做出热血诠释。 网络截图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
系列大赛上海区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学
位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近日在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2017年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上海
赛区）启动大会暨2017年度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上海赛区）启动
仪式。

近年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和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共同推动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
系列大赛的深入开展，大赛以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为契机，以行业需求为
导向，以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为
核心，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
标，在营造研究生创新氛围、培养创
新型人才、打造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战线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
的影响。

此次启动大会的举行，为今年研
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的陆续开展
拉开了序幕。作为今年系列大赛活
动之一的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上海
赛区）同时启动。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
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今年系列大赛将
设置9个主题赛事，分别为全国研究
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全
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
赛、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
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国
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中国研究生电子
设计竞赛、中国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
设计大赛、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
大赛、中国MPAcc学生案例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