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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一日店主”接力秀
讲述愚园路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你知道
愚园路吗？”

“你知道愚园路上有哪些名人
吗？”

长宁区愚园路1112弄弄堂口
这家“故事商店”开店已一周有余，三
位小学生组成了哆来咪组合，成为了
25日的一日店主。

10岁的悦悦热情地与每位走进
“故事商店”的客人交流，作为中国著
名钢琴演奏家顾圣婴的后代，10岁
的山山带了自制明信片，作为故事交
换的小礼物。大半天的驻守，让这天
成为三位小学生暑假生活最特别的
一天。

9平方米的“故事商店”原是弄
堂门岗亭，后来成为了水饺店，随着
街区改造成为了艺术空间。即日起
至 10 月底，这里是一家“故事商
店”。走进店里，在故事卡片上写下
故事挂在墙上，还能与“一日店主”交
流谈心，最后或是能得到一首歌，或
是能收获一幅画。

今日进店，能碰到三位“一日店
主”——三位从小生活、学习在愚园
路上的小学生。10岁的悦悦、山山
和嘟嘟，既是同班同学，又分别擅长
钢琴、柳琴和大提琴。

悦悦是学校里的小小讲解员，对
愚园路的历史、名人故居十分了解。
嘟嘟会弹柳琴，跟着母亲吃遍了愚园
路上的大小餐厅。山山的身份则更
特别些，他是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顾
圣婴的后代，顾圣婴当年就住在愚园
路1088弄。

从太仓来上海参加读书会的吴
先生，带着一儿一女路过愚园路，走
进了“故事商店”，面对同是小学生的
三位“店主”，孩子们很快交流起来。
悦悦发挥所长，介绍起愚园路：“愚园
路今年已经有101岁了，这条路上曾
居住过钱学森、杜重远等名人……”

山山则赠送了母亲为他准备的
自制明信片，明信片上印了他的绘画
作品，也有“故事商店”的logo。此次
他还特意从家里带来了当年顾圣婴
从波兰带回的装饰纪念品，展示给每
位客人。

山山的母亲邹女士说，她和儿子
都在愚园路生活长大，但从未真正参
与到愚园路的成长更新中。而试着
将愚园路介绍给来往路人，对儿子来
说也是第一次，“能听听陌生人的故
事，讲讲自己的感受，让山山真正走
进社区，是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他暑
假生活中最特别的一天了。”

三位小店主空闲时，还会围在故
事墙前看其他人留下的故事。一周
来，墙上除了文字故事，还多了不少
手绘图片故事。

据现场负责人大海介绍，一周
来，墙上多了160多个故事，有小朋
友留下涂鸦作品，也有长者留下手绘
愚园路，有成长于此的青年诉说26
年的情感，也有长者写下六十载愚园
路的变迁。接下来，还有更多“一日
店主”准备着上岗，“既有插画师、瑜
伽师，也有面包店主准备用面包来
换故事。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一起
去挖掘愚园路的街区故事，借助故
事链接彼此，让街区增加安全感和
信任感。”

“我不仅把公诉看成一份职业，更
看作孜孜以求、愿意奉献一生的事
业。”说起陈苹开过的庭，不少人都用

“过目不忘”来形容。
2016年，“中晋系”公司集资诈

骗案案发，涉案规模400多个亿，涉
及投资人1.2万人。作为专案组的
核心成员，陈苹挑起了大梁。要办理
牵涉如此之广的案件，光是看案卷就
可谓是“浩大工程”。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潘筠曾协助该
案办理，当时她所在的团队负责办理

“中晋系”黄浦分公司的相关案件。
“我们整个科室要看150册案卷，250
余份证言，形成的证据审查报告达到
9万多字。”据她回忆，“中晋系”在上
海乃至全国开设了大量公司，办理总
公司案件的检察分院，承担的压力较
区院更是几何倍数增长。

但就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陈苹
仍然依靠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迷
雾中“杀出一条血路”。在警方侦查
阶段，陈苹提出要将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的募资行为和投资行为视为整体，
指出两种行为互相包装宣传，不可分
割。同时，考虑到案件中涉及的关联
公司有上百家，她还就如何对资金池
的行为进行统一的认定给出了建议，
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面对涉案单位人数众多，被告人
抗辩性较强、辩护律师多、案件事实
复杂、社会舆论关注度高、办案干扰
阻力大等多重压力，陈苹和她的专案
组成员们通过提前介入，同步阅卷，
全面引导，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和正
确适用法律打下坚实基础，在庭审中
有理有据地指控，深入释法说理，十
名被告人全部当庭认罪。

“中晋系”集资诈骗案的成功办理 这位检察官功不可没

陈苹：15年如一日坚守公平正义

工作中的陈苹。 受访者供图

每逢节假日，在市检察二分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陈苹的办公室内，总亮着一盏孤
灯，桌上堆放的一摞摞案卷，陪伴她走过无数个日夜。2004年进入检察院工作，15年来在庭审中，陈
苹铿锵洪亮的声音总能让罪犯无处遁形。但在生活中，她却常常无法兑现在女儿面前许下的“早点回
家”的承诺。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想过放弃心中的那份对正义的坚守。 青年报记者 钟雷

在法庭上的出色发挥离不开前
期的准备和日常的积累，在二分院
里，陈苹是大家公认的法律百科全
书，以至于同事们碰到法律问题后，
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翻资料、查法条，
而是直接问陈苹。

平日，陈苹的办公室还总被同事
们戏称为“专家门诊”。据市检察二
分院第二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徐
翀回忆，一次他前往陈苹办公室汇报
办案进展，不想却足足等了 50 分
钟。“第一趟去发现里面有人，后来再
去，她不是打手机就是在打固定电
话。”之后在向陈苹汇报工作时，他又
瞥见了办公桌上堆满的待看案卷，

“我也不敢耽误她太多时间，马上汇
报完就走了。”不夸张地说，大家工作
中碰到的“疑难杂症”总是排着队往
陈苹办公室跑。

除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所属
的年轻检察官，她也是一位严苛的教
练。在原闸北区检察院的几年科长
生涯中，陈苹锻造出了一支年轻、精
干的公诉人队伍。在历届市优秀公
诉人评比中原闸北区院始终榜上有
名，还荣膺“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
号，荣立集体三等功。任二分院公诉
处副处长之后，她再次主动请缨，承
担起积极备战上海市第十一届优秀
公诉人和上海检察机关第一届金融
检察办案能手评比活动的培训组织
工作。

当天晚上学完的知识点，第二天
一早就要小考，还有日常的各种头脑
风暴式复习、专家授课、比赛模拟
……在陈苹的安排和努力下，二分院
多名青年干警荣获上海市优秀公诉
人和上海市金融办案能手称号。

熟悉陈苹的人都知道，她办案
必须亲力亲为，卷宗自己看，报告
自己写，提审亲自去，庭审自己开，
每次一办起案子，她便仿佛上了发
条般。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七支队民警
陈顺昌回忆，一次与陈苹对接大致案
情后，她立马要求看案卷，“当时很诧
异，一般都是第一天对接，第二天或
者第三天才开始看案卷。不仅如此，
看完审讯笔录，她马不停蹄要求看其
他的证据材料。”

为了看案卷，她可以忙到白天
一天不喝水，在一个名为“996”的工
作微信群里，只要有加班的同事在
工作群中提议拼单点外卖，陈苹的
账号总是出现在拼单列表中。“每次
看到这一幕，大家就知道领导又在
加班了。”

不过，在每一次加班背后，则是
陈苹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丈夫
在外地工作，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几乎
都是陈苹在照顾。市检察二分院第
二检察部一级检察官多丽华经常在
加班时听到陈苹女儿给妈妈打来的
电话，“她女儿就问她什么时候回家，
每次在电话里，陈苹只能说，你自己
乖乖练琴，早点洗澡，早点上床睡觉，
妈妈争取早点回家。”虽然工作繁忙，
但陈苹对此从无怨言，无论是要加班
还是要出差，她都是二话不说立即执
行。

陈苹常说，自己加班是因为笨
鸟要先飞。15年如一日，她始终用
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检察官誓言，在
她的小身板内蕴藏着大能量，而她
则要继续用这份能量去守护心中的
正义。

抽丝剥茧
扫除诈骗案迷雾

同事眼中的
“法律百科全书”

工作繁忙
为顾大家常舍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