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20载，曲阜市检察院法医李学办案3000余件无差错

用用心心做做公公平平的的““正正义义使使者者””

本报济宁4月12日讯(记者 岳
茵茵 通讯员 刘春雷 ) 做鞋帽
生意的王先生因一时大意，竟将客
户订购的价值2000多元的拖鞋错送
到别人的车上。最终，在民警的帮助
下，送错的货终于背追了回来。

9日下午，在车站西路鞋帽市场
做生意的王先生，接到店里的送货
电话，有一名金乡客户订购了2000
余元的拖鞋，要其发两包货到鞋帽
市场门口的一辆白色轿车上。因当
时市场门口人少，王先生将两包货
物送到门口时，看到有一辆白色桑
塔纳轿车正停在市场门口，问了司
机一句“你们是来进拖鞋的吗？”对
方称是，也没核对订货单，就将两包
鞋装在了这辆车上，便匆忙离开。

刚回到仓库，王先生又接到了
店里的电话，问怎么还没送货，客户
等不及了，这时王先生忽然想起，刚
才一定是将货发到别人车上了。再
回到鞋帽市场门口时，那辆白色轿
车已不见。王先生立即拨打了110报
警。

接到王先生报警后，运河派出
所值班民警立即调取了鞋帽市场附
近的监控录像，锁定了拉走王先生
货物的车辆及其车牌号码，值班民
警又通过车牌号码查找到该车车主
刘某的联系方式，经民警沟通，刘某
于4月9日上午主动将拉错的货物交
到派出所。

老板大意装错货

民警帮忙急追回

天天桥桥建建成成了了，，走走的的人人却却不不多多
不少市民嫌走天桥麻烦，桥下路口被封效果仍不大

本报济宁4月12日讯(记者
苏洪印) 城区规划建设的

10座天桥，大部分已建好并投
入使用。9日，记者走访部分通
行的天桥发现，除个别外，大
部分天桥使用率并不高，即使
上下班高峰期也少有人走。对
此，交警部门封堵了部分桥下
路口，但效果仍不明显。

9日中午12时，正值上下
班高峰期，济宁医学院附属医
院门口被人流包裹，路过的车
辆在缓缓通行，记者看到路两
侧挤满了行人，附近两处公交

站牌也人满为患。而医院门口
的天桥上则显得冷清不少，桥
口阶梯上有几位中老年人坐
着歇息，桥面上人流稀松，零
星有行人走过，略显空荡。

“平常走天桥的人不多，
上午9时左右桥上人流量最
多，大多是来医院看病或看望
病人的。”桥下寄车处看车的
肖女士说。“阶梯陡，都觉得上
来下去不方便，除了路面特别
堵的时候，上桥走的人才多
些。”据她观察，行人之所以不
走天桥主要是嫌麻烦。

下午1时40分许，记者来到
吴泰闸路十三中对过的天桥，
此时正值学生上学时分，附近
两侧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来上
学的学生排起长龙。而偌大的
天桥上放眼望去竟无一人，十
分空荡。约10分钟内，仅有两三
个行人从桥上路过。“一开始觉
得新奇，愿意从桥上走，后来觉
得天桥不如路面方便，就不走
了。”学生小张和几名同学说
出不愿走天桥的理由。

在走访城区另外几处天
桥时，记者发现，尽管上下班

高峰期，但走天桥上的人并不
多，甚至有市民去横穿马路也
不去走天桥。

济宁市交警支队设施大
队相关负责人称，为了引导市
民走天桥，他们从去年就封堵
了部分桥下人行道口，济医附
院北侧、十三中对过、以及济
宁职业技术学院几处天桥下
人行道口目前仍然在封。“效
果不大明显，市民还是缺少走
天桥的意识，有些人宁愿逆行
或绕行也不去走。”该负责人
无奈地说。

瘦高身材、行事干练，初见
46岁的李学，他总会给人留下
这样的印象。一个X光显影机、
一张简易诊疗床、装满X光片
和牛皮纸档案袋的工作橱，李
学的办公室更像是一间医院的
门诊室。1995年在济宁医学院
临床专业毕业后，他进入曲阜
市检察院成为一名检查系统法
医。“作为一名检察法医，我们
的工作职责就是对公安部门法
医鉴定结论进行审核。”话语中
仍带有些许潍坊口音的李学认
真地说。

工作后办理的第一个案
子，李学至今记忆犹新。嫌疑人
孙某某与孔某因故发生纠纷，
孔某向公安机关控告孙某某将
自己的腰打致骨折，当时公安
部门鉴定为重伤。接案后，李学
仔细查阅了孔某所有的病历资
料及卷宗材料，并有了重大发
现。李学认为孔某所谓的“腰椎
骨折”是多年前形成的陈旧伤，
而不是与孙某某打架造成的。
根据这一判断，他进行了为期
十多天的调查走访，最终结果
证实孔某的腰椎骨折是十年前

造成的。最终，在铁的事实面
前，孔某不得不承认，孙某某也
被无罪释放。

通过这一案件，李学对追
寻事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
时也意识到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一份文证审查意见书似乎
没有重量，但寥寥几字的审查
意见就可以改变案件的定性，
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冤假错
案。”对骨子里充满好奇心和探
知欲的李学来说，从此后他发
自内心地喜欢上了法医这一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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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经他手办理
的法医案件多达3000余
件，但办结准确率却高达
100%。作为一名检察法
医他先后纠正错误鉴定
40余起，另一种形式维护
着法律的公正。他就是曲
阜市检察院技术科科长
李学。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哪里有
命案现场，哪里必有法医的身
影。作为一名检察法医，一些重
大凶杀案李学也会提前介入，到
事发现场勘查、检验。

2004年8月，李学提前介入
曲阜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大
系列杀人案。在现场，犯罪嫌疑
人指着一棵杨树说，两年前杀害
的张某某就埋在此处。当挖出树
下埋藏的白骨时，散发出的恶臭
让现场许多人都退到几十米外。
但作为一名法医，他却没退却。

“对凶杀案来说，尸体就是最大
的证据。”

于是，李学毫不犹豫地跳下
去，把每块尸骨挖出并一一拼接
完整，仔细检查损伤情况。当很
多人问起李学近距离接触尸体
是否害怕时，他笑着说，自己只
想找出事实真相，探寻真理内什
么可怕的。

20年来，李学坚持实行阳光
鉴定，检验的各类尸体达150余
具，从未因鉴定质量问题被投诉
过。

作为一名法律的实践者，真
假的裁判者，难免会遇到来自各
方的干扰和阻力。做好法医工作，
李学20年来始终不谋私利、不畏
阻力，而是做一名事实的遵循者。

2004年5月，刘某搀扶着80
多岁的老母亲敲开了李学办公
室的门，进门后老人就拉着儿子
扑通跪下，他赶紧把老人扶起。原
来，6个月前刘某因经济纠纷被人
用刀刺伤胸部后做了开胸手术，
先后花了3万多元，让李学帮助主
持公道。检查了刘某伤情后，研究
病例资料后，李学认为已经构成
重伤。不久后，一个电话打给了
李学，“嫌疑人的亲戚是某领导，

别多事，免得影响前途……”针
对这个“好心”的劝告，他断然拒
绝。最终，他依据客观实施，毫不
犹豫地出具了鉴定书，当晚犯罪
嫌疑人就被抓捕归案。

正是凭着这份执着和满身
的正义，李学工作20年来，办理
法医案件3000余件，以100%的
准确率赢得了大家信任，先后纠
正错误鉴定40余起，义务提供法
医咨询1000余次，有效防止了冤
假错案的发生。鉴于在检察法医
这一平凡而又特殊岗位的默默
奉献，他5次荣立三等功、先后获
得济宁市“人民满意政法干净”
等殊荣。

体味艰辛，还原事实真相

做好裁判，抵制干扰阻力

首次办案，纠正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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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在办公室查看X光片。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建设路上
的一处天桥
上，行人并
不多。本报
记者 李岩
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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