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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甄贞：

无党派人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第十一、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刑事诉讼法学专家，教
授、博士生导师。

第二次见到甄贞，是在她刚刚参
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后。穿着一件大红色外套的她远远
站着，身影非常醒目。这件外套，跟着
她多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旁的观礼
区，一同见证过好几年的国庆。

庆祝大会上，来自北京大中小学的
青少年组成的千人献词团，一出场就引
发了所有人的关注。尤其4位领诵学生
展现出来的新时代中国青少年风范，更
是勾起了甄贞自己的少年记忆——

“七八岁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小女
孩唱《红灯记》，我唱李奶奶。那场面有
点像今天，人非常多。”

临上台时，老师发现甄贞的一句
词总唱不对，一下子急了，劈头盖脸地
说了她一顿，两个小女孩吓得直哭。等
哭好了上台，一张嘴还是错的……说
起当年的糗事，甄贞乐得哈哈大笑，由
此，率真的她打开了话匣子，讲述了很
多经历：上学时带着班里女生制服调
皮男生的扬眉吐气，工作后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经历，与歹徒赤手空拳搏斗
的后惊后怕……这些讲述，铺就了一
条通往她心门的道路。

虽然第一眼时，甄贞呈现给人的
状态会有些严肃，而且多年公检法系
统工作的标签，让人也不敢轻易靠近。
但几次见面后，会发现她身上是有热
血侠气的。这种热血侠气说不清楚是
天生自带的，还是军人家庭所赋予的，
或者是在北京这座古城浸润而生的。
但肯定的是，敢出头，敢说话，这是追
求公平正义的法律人应有的气质。

也认识和甄贞经历类似的其他委
员，像他们这样从高校转岗到检察院、
从事实务工作的人身上，都有着浓郁
的学者气息，逢现象爱问，遇问题爱琢
磨，事后会反思。

“我国多党合作的魅力就在于，党
内、党外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一起共事，
各展所长、为国所用，那么我的优势在
哪里？”

甄贞的问题，她自己从 30 多年的
亲身研究和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架起
连接学府理论知识与基层工作实践的
桥梁，实现法律理论与司法实务的互
动，这是组织赋予的重要任务，也是我
自己的责任担当。

正如她所说，学问放在学者的口
袋里是理论，用起来就是实践。这样的
党外人士，不正是共产党的好参谋、好
帮手、好同事吗？

真·法律人
本报记者 韩雪

7月9日，阳光合唱团在排练场进行着
一场轻松热烈的表彰会。

每宣布一位得奖者，这群年过半百、头
发花白且稀疏的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掌
声笑声，间或还有相熟者的打趣。他们正在
表彰团员们在建党百年活动期间的优秀表
现——

“××，获最佳表情声部长奖！”
“×××，获低音震喊勤奋奖！”
“×××，获微启朱唇歌唱奖！”
“×××，获偶尔下凡美女奖！”
……
这些自带笑点又不乏背后“故事”的奖

项名称，又是团长甄贞的主意。甄贞自己也
在一片欢乐中，笑哈哈地接过一张奖状，上
面写着“唱团集结号手奖”。这个奖可不虚，
合唱团成立两年，她在群里已经发了103
个“团长令”。

甄贞今年63岁，白皙的面容上有一双
敏锐的眼睛，卷曲的烫发被她收拾得服帖
在耳后。出现在人前时，总是精神抖擞，走
起路来快而有力。

阳光合唱团的成员不到50位，都是甄
贞在不同阶段认识的朋友，最多的还是检
察系统的老检察官们。他们和甄贞一样，大
多已经退休了。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像无党派人士甄
贞这样的非中共党员，占到了六成；履职方
面，甄贞算得上委员中的“模范生”，3年来
全勤参加了全体会议和常委会会议，而且
在近年来的各类协商议政活动及新闻活
动，她都有不小的曝光率——

两会提交提案、常委会会议发言，双
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恳谈室、委
员会客厅、委员通道等，都出现过甄贞的
身影。

在这些平台上，甄贞为依法治国、司法
改革、刑诉法修改呼吁过，为诉讼监督、公
益诉讼做过普及；她关注过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进展，也调查过农村教师、留守儿童
的状况；她思考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该如何
发展，还为网络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发过
声，为防疫抗疫建过言，为改善民生献过策
……目前，她正在关注的是居家养老、社区
养老、护工等系列问题。

可以说，委员个体的所思所想，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其所在领域界别的关注点，进
而为凝聚更广泛的共识提供着一份智慧。

每一次发声，甄贞都极尽真诚地发出
她认为正确的声音。

■退而不休的认真

2019年 3月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
甄贞就成立了阳光合唱团。

合唱团曾赴藏区扶贫、参加过世界戒
毒日活动、慰问过国庆70周年阅兵方队、
受邀到企业、律所和检察系统多个单位参
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演出。直到
2020年1月，甄贞带着合唱团还登上了全
国政协礼堂的大舞台，为全国政协已故知
名人士的夫人2020年春节茶话会献唱了
《情怀》《我和我的祖国》两首歌。这之后，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合唱团遭遇了长达9
个月的“停牌”。

进入2021年以来，演出节奏陡升。
“七一”前的一个多月里，甄贞的日程排
得满满的，他们先后受邀到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和几个基层检察院登台演出，受到干
警们的热烈欢迎。老检察人对检察新兵的
嘱托和希望，被合唱团员们融化在《老检
察官的记忆》的歌声里，唱给了在场的年
轻听众……

从小到大，甄贞一直是文艺骨干，唱
戏、跳舞、说三句半、演小品、演话剧都曾上
过全校舞台。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后，还是书记员的甄贞，就带着高
刑一庭的同志们自编自导自演了讽刺哑
剧，获得当年全院文艺汇演的一等奖。

当年这位“什么都喜欢、什么都能来两
下子”的女青年，如今带着一个群众性文艺
团体，围绕着“乐、健、寿”的宗旨，因地制
宜、因陋就简地将小团体发展得还不错。

为什么不找点钱扩大一番？“毕竟有公
务员身份，比较忌讳找钱这事。有多少钱就
办多大的事儿呗。场地、训练老师都是现成
的，不花钱。我偶尔也给团员们发点儿‘奖
励’，女生一人一件裙子或衣服，某多上买
的；男生一人一套信封，就是咱们全国两会
的那套首日封……”

听着甄贞兴致满满地讲她的勤俭持团

“经”，不料她话锋一转，很直接地道出了热
闹背后的寂寥：“其实，退休以后的状态和
在职是不一样的，但也需要社会上对他还
有需求的这么一种认同。”

衰老的体验往往来得更早一些。为了
对抗衰减的记忆力，甄贞爱上了发朋友圈。

出差路上，甄贞是拿着手机拍得最多
的那一位，拍完还不算，她会及时整理发出
去。比如，到一个点调研十几分钟，她看完、
问完、拍完了，在赶往下一个点的路程中，
她会选出图片、配上文字，点击微信右上方
的“发表”。接下来，甄贞朋友圈的新朋旧友
们，就能够透过她的视角，看到当地的景、
人和事，还能一窥她对此的看法，她管这个
叫“编小报”。

朋友圈里，有甄贞经历过的美好时刻：
有参加全国政协调研的见闻、随国务院参
事室外出考察的行程、和朋友远行的路书、
与合唱团排练比赛的现场，以及家里的饭
菜和与老人在一起的点滴……回看这些生
活的记录，家国情怀、百姓日常、个人悲喜
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总结2018年履职工作时，我就把那
一年的朋友圈从头到尾看一遍，总结就有
了。”在甄贞的《2018年度政协常委履职报
告》中，7次赴外省或出境调研或督查活动
的记录清晰而详细——

“5月7日至11日随全国政协社法委
到云南昆明、宝山、怒江、泸水、昭通，就精
准扶贫工作进行实地调研；5月15日至20
日随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到甘肃兰
州、临夏、天水、陇南等市，参加‘聚焦产业
扶贫，助力乡村振兴’调研；7月23日至27
日随全国政协社法委赴四川成都、广安、遂
宁，围绕‘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加大环境违法打击力度，提高环境
违法成本’进行调研……”

咀嚼着这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信息，
脑海中回想的是调研中行色匆匆、有些特
立独行的甄贞。

■不平则鸣的率真

第一次当面见到甄贞，就是在调研途
中。当时她正在酒店大堂站着，另外一位全
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
姜建初走过来同她说话，这才得知她刚从
嘉兴参观完红船，就赶到了打响武装革命
第一枪的南昌。

甄贞的父母都是军人，她身上也带有
军人式的干脆和利落。从小在北京出生长
大的她，普通话既标准又干脆，并不见因年
纪的增添而有浑浊音或拖长的尾音。

那天晚饭后，当众人都往一个方向去
的时候，甄贞选择一个人前往另一个方向
探路。那锵锵利落的背影，传递出的不只是

勇敢，还有些许孤独。
甄贞第一份工作是在法院刑庭，负责二

审和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和记录。“整天面对
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这类穷凶极恶的案件，
感觉天空都是灰的，花花草草也是灰的。”

1983年“严打”期间，那时还没有现在高
大的办公楼和诸多庄严肃静的大小法庭，也
没有这么多装备齐全的法警。

在昏暗的地下室，法警一下子带进来27
个大男孩，这个团伙平均年纪在20岁左右，
其中3个主犯光着头，还戴着手铐脚镣。

门咣当一关，房间里就剩下甄贞和另外
一位年纪更小的女书记员，提讯一群已经一
审判定犯下重罪的罪犯们。

门外，只有一个法警在走廊里来回地巡
逻。别的房间要么正在开庭，要么正对提讯的
犯人进行问询。

甄贞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她强作镇定
地坐在房间内仅有的一张桌子前，进行开庭
前的程序性讯问。桌子下，她的一只手紧紧攥
着一个木质桌签，这个写着“审判长”的桌签
本该摆在桌子上，却被甄贞当作了防身的
武器。

“那时候，晚上会做噩梦。不是犯罪嫌疑
人把我包围在山头上，就是我反身去追犯罪
嫌疑人。”为啥还去追嫌犯？当时法院有明确
的纪律：不能跑了嫌犯，不能丢了案卷。如果
出了这两档子事，就是天大的错。尽管心里害
怕，甄贞还得瞪大了眼睛，紧紧盯着提审嫌犯
的一举一动。

其实平时里，甄贞不算胆小的。
人民大学大门前有一座过街天桥，甄

贞在人大教书时，常从天桥上走。早前有段
时间，天桥上经常有小孩偷东西。一次正好
被甄贞撞见，她大吼了一声。这一声，却招
来了一帮教唆小孩偷东西的大人，他们哗
啦啦地从天桥另一端往甄贞身后包抄。甄
贞顺着天桥连忙跑进了对面的商场，在里
面七绕八绕，确定没人跟踪了，才跑回家。
事后，先生常提醒她：“你以后不要再喊了，
看看多危险。”

现在，中国早已看不到这样的事了。从一
名中国公民的视角，甄贞也真切感受到，中国
社会越来越安全，治安越来越好。

通过发案数的变化她发现，“这些年刑事
案件量下降了，而且案件种类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甄贞分析，过去因为大家都穷，侵财类
案件非常多。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支付，盗窃
类案件自然而然变少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诈
骗类型的案件逐年增多。

这些感受和观点，甄贞在讲课时会时常
提到。一次她在香港讲内地的司法改革及成
效。讲完后，台下一片掌声。有人专门过来跟
她交流：“甄老师您讲得太好太实在了，有些
内容别人也讲过，但您说的，我们更愿意相
信。”

“哪怕受众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必听得懂
法律术语和政治宣传。还是要用大家听得懂
的语言，用身边的例子讲给他们听，用今天的
话说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的目的是什么？就
是为了让对方接受嘛。”

甄贞说着一番平常话，传递出的统战思
考却朴素深刻，不免让人加深了对她身上法
律学者和政协常委身份的认识。

■履职尽责的较真

甄贞一直很自豪自己无党派人士的身
份，这是她多年来凭借专业和在领域里的知
名度得到的社会尊重和政治认可。

无党派人士的定义，尤其在《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出台后更加清晰：“无党
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
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
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

虽然是无党派人士，甄贞对自己的要求
却是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在单位里，甄贞一直是冒尖的那一个，
考试第一，比赛第一，并且文艺表现活跃。
有一次，单位正在开会，中途要学习一个保
密文件，主持人请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员先离
开。会场里的几个实习生看到甄贞起身离
开，都很惊讶。后来他们中有人对甄贞说：

“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您不是共产党员，我
们还觉得您最像共产党员呢。”在中国人民
大学，甄贞四次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任，任
副检察长后的历年述职考评中，对她评价最
多的一句话也是：“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
产党员。”

像不像共产党员，是一种政治追求；而是
不是合格的法律人，则关乎职业尊严。

甄贞身上有着法律人常见的忧患意识，
“比如说投资，别人可能会先想能多赚多少
钱，我先想到的是有没有真实的项目，有没有
签订合同，条款有没有漏洞，风险点在哪里？”
这种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甄贞的职业走向。

1994年，放弃了在法院每个月800元的
助审员工作，甄贞选择去读博、去教书。到人
民大学教书后，她拿到手的工资只有每个月
400元。对这种亏本的“跳槽”，甄贞想的却不
同：“我怕跟不上这个时代，跟不上这个行业，
总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总觉得应该多学一
点，多了解一点。”2003年，从人大法学院到
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工资大幅“缩水”，甄贞却
说：“我终于可以把书本上讲台上宣讲的‘正
义’，落实到法律实践了。”

跟法律打了大半生交道，甄贞对法律有
着朴素而深情的理解：

“国家治理需要法治，社会运行需要规
则，保障公民权益更需要规则，这些规则从哪
里来？就是通过立法完善把法律规定出来再
去监督执行和落实，权益才能得到保证，社会
才能正常运行。”她继而说道：“而法律是相对
滞后的，社会在发展，各个领域的情况也在变
化，需要法律工作者不断地发现变化，修订法
律完善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审视甄贞每次履职的高光时刻，无不是
抓住了一个或在当下或在之后影响深远的法
治话题。

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全会的大
会发言上，甄贞建议对法官、检察官及辅助人
员实行分类管理改革。2014年《关于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通过，从
此，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等改
革起航前行……甄贞欣喜之余，北京一年有
将近200起非法集资案件又令她痛心——老
百姓的积蓄最后血本无归的不在少数。2016
年，她在全国两会期间，又作了题为《惩治非
法集资刻不容缓》的大会发言。

当年正是电影《老炮儿》上映之年，对甄
贞这个有着北京成长记忆的“50后”来说，穿
一身绿军装围着大红围脖在冰场上滑冰，与
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招手致意，是值得重温的
记忆。于是，甄贞和当年的同学们一起去后海
冰场，谁料她在冰场上摔了一跤，又上了四天
班，后听人劝去医院拍片一看，12胸椎和尾
椎骨两处骨折。

那一次的大会发言，没人看得出甄贞是
打着夹板上的发言台。“非法集资已从单纯的
扰乱金融秩序、妨碍金融安全，上升为扰乱社
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整治非法
集资，已刻不容缓！”

代表无党派人士界站在发言席上的甄贞
神情专注，她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会场，真
挚有力，分外嘹亮：“打击、封堵只是一时救
弊，彻底铲除非法集资的土壤，必须从制度上
疏导……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金融改革、经
济发展、国家富强带来的红利。”

甄 贞 的 真
本报记者 韩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