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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单一诉了之？

视频画面中， 两个厨师模样的

年轻人面对面站在后厨， 二人似乎

因为什么事产生了纷争， 看上去情

绪都有些激动。 其中一人用手指着

对方， 充满挑衅意味， 另一人原本

没有动作， 但几秒过后， 他突然放

下手中的厨具， 猛地冲上前去， 用

紧握的右拳打向对方。 一拳过后，

对方痛苦倒地。 这不是什么影视剧

画面， 而是 2023 年夏天一起故意

伤害案的真实现场。 我看着监控视

频中二人的动作， 仿佛再次感受到

冲突时的紧张氛围。

监控完整记录了以上冲突发生

的过程， 通过这些视频画面， 结合

案卷材料， 我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故

意伤害案。 犯罪嫌疑人王某和被害

人李某均为二十出头的年纪， 本来

工作刚刚步入正轨， 如今却因为一

点工作琐事产生矛盾。 一拳打出轻

伤二级后， 王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而李某

也因意外受伤不得不停工回家休

养。 翻看卷宗里的证据材料， 不免

为冲动的二人感到唏嘘。

回想起第一次与检察官一起提

审王某的场景，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走进讯问室， 坐在我们对面， 脸上

写满了紧张与不安。 面对不存争议

的案件事实， 他直言认罪认罚， 深

感后悔。 而当问及二人的赔偿谅解

情况时， 王某低落的情绪则明显有

些波动： “检察官， 当时事情发生

后我立即陪李某去了医院， 医药费

手术费我也垫付了几万元， 但现在

他完全拒绝和我沟通……” 他的语

气充满自责， “不管怎么说打人是

我不对， 我愿意承担责任。”

讯问完毕后， 为更好了解案件

全貌， 我拨通了李某的电话， 试图

安抚他的情绪， 并尝试询问赔偿谅

解情况。 然而， 我的话还没说完，

话筒里就传来了“嘟嘟嘟” 的挂断

声。 我无奈地一笑， 知道李某此刻

心中的怒火尚未平息。

此时， 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

择： 一是直接对王某提起公诉， 尽

快将本案移送法院， 结合自首、 认

罪认罚、 赔偿部分医药费等情节，

对其依法建议量刑； 二是尝试化解

双方的心结与矛盾， 或许有机会争

取到案结事了人和的最佳结局。

如果单从证据上看， 这起故意

伤害案案情简单、 清晰， 证据确

实、 充分， 王某已达到故意伤害罪

构罪标准， 对他提起公诉于法有

据。 但根据最高检、 公安部联合印

发的 《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

件的指导意见》， 对同事之间等民

间矛盾纠纷或者偶发事件引发的轻

伤害案件， 需结合个案具体情况把

握好法理情的统一。 通过全面审查

本案， 此次案件的发生纯粹为工作

琐事引发的偶发事件， 并且被害人

在本案中也存在言语挑衅、 激化矛

盾的过错。 王某没有违法犯罪记

录， 在案发后真诚认罪悔罪， 积极

陪同李某就医， 又主动配合公安机

关调查取证， 这让我意识到他们实

际上具备一定的刑事和解基础。 如

果一诉了之， 对王某来说人生刚起

步就要背上沉重的刑事案底， 对李

某而言身体修复急需的经济赔偿将

没有着落， 不仅双方矛盾再无改善

可能， 甚至很可能会因怨恨而引发

更大的恶性事件。

综合来看， 第二个选择虽然费

时费力， 却是我们办案中化解双方

矛盾、 修复冲动下破裂关系的能动

履职之道。

沟通桥梁悄然搭建

为了打破僵局， 我决定先从二

人的好友及同事处探寻线索。 通过

了解， 我得知二人性格上的不同。

李某是个急性子， 容易冲动行事， 常

常因为工作压力而难以控制情绪， 言

辞间难免冒犯到别人。 王某则相对内

敛， 面对冒犯他往往选择忍让， 避免

与人发生冲突。 李某在后厨的工作中

已经多次因为工作分配问题与王某产

生口角， 王某虽然嘴上不说， 但实际

上心中的不满却在慢慢积累， 直至这

次全面爆发， 引发严重后果。

再次梳理案情， 结合对二人的接

触与了解， 检察官判断二人矛盾不

深， 李某目前拒绝沟通一方面是因为

年轻气盛受伤后一时心绪难平， 另一

方面则可能是术后经济压力等现实原

因让他怨恨难消。 这让我意识到， 只

要能耐住性子继续做工作， 让李某打

开心扉， 说出他的真实想法， 为二人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那么本案刑事和

解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当我再一次拨

通李某的电话后， 我告诉他， 每个人

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重要的是如何

面对和解决问题， 并且也承诺检察官

会公正地处理这起案件， 尽力帮助他

们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经过多次耐

心疏导， 李某也终于愿意袒露心声，

与我沟通。 如先前猜测， 他的话语中

透露着对过去口无遮拦的懊悔和对未

来经济压力的迷茫。

在了解问题症结后， 我再次联

系王某， 向他转达了李某的担忧，

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再适当赔偿以帮

助对方术后恢复。 王某听罢后没有

犹豫， 立即向我表示愿意尽自己所

能把工作积攒的积蓄赔偿给对方，

“我知道这不能弥补他受的伤害， 但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此后， 我再次联系李某表明王

某的赔偿意愿并耐心释法说理， 一

方面晓之以理， 详细向他解释刑事

和解制度在化解矛盾、 协商赔偿方

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也动之以情，

希望他能给冲动的王某一次改过的

机会。 这次， 本就心地善良的李某

态度有所缓和， 同意直面矛盾， 与

王某开展调解， 商讨具体赔偿事宜。

我知道， 他们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

一步， 尽管还没有面对面地直接交

流， 但沟通的桥梁已经悄然搭建。

“冲动一拳”画上句号

李某态度的缓和让我看到了和

解的希望， 为了使调解工作顺利推

进， 我主动联系了我院联合区司法

局成立的全市首家驻检调解工作室，

邀请人民调解员介入， 开展检调对

接程序， 希望借助第三方专业化调

解力量， 推动双方矛盾实质性化解。

见面当天， 双方当事人最初都

有些拘谨， 李某眼神中还带有几分

敌意。 调解会上， 调解员向双方强

调了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 并分别

询问各自的想法。 在调解员的引导

下， 李某的态度逐渐软化， 向我们

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 在这个

过程中， 我时刻关注着双方的反应，

适时地从旁给予引导和提示。 沟通

过后， 王某首先郑重地就自己冲动

行为给李某造成的伤害致歉， 一声

“对不起”、 一个深鞠躬表达了他的

悔过之意， 李某听罢也承认自己在

工作中的言语和行为多有不当之处，

已经带来惨痛的后果。 真正的和解

需要双方都能够放下心中的芥蒂，

看到双方能够如此坦诚地交流， 我

终于松了口气。 在调解员的帮助下，

双方确立了合理的赔偿金额， 王某

现场即完成赔付， 李某也依约对其

谅解， 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在拟不起诉公开听证会上， 王

某认罪悔过态度诚恳， 也再一次向

听证员保证会吸取教训、 珍惜机会，

不再冲动行事。 考虑到本案是民间

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 王某具有

自首、 认罪认罚等从轻从宽情节，

且双方已达成和解， 为更好地促进

和谐社会关系， 给年轻人一次“重

启人生” 的机会， 我院最终依法对

王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冲动的一拳” 至此画上了句

号， 当看到两个年轻人如释重负，

重回正常生活的轨道， 我也真正体

会到案结事了人和的重要意义。

“小案” 不“小办”， 司法机关

作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关乎当事人

的人生轨迹。 在检察工作中， 我们

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 案件办结不

是终点， 只有真正用心用情办案，

坚持法理情融合全面审查， 才能最

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 减少社会对

立情绪， 以检察之力守护民生福祉，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 宝山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

□ 陈姝蓉

2023 年夏天， 因为“冲动的一拳”， 两个年轻人的生活起了波澜。

单从证据上看， 这起故意伤害案的案情很简单， 对嫌疑人王某提起公诉于法

有据。 但这么做真的对双方当事人都好吗？ 这是一起轻伤害案件， 如果一诉了之，

人生刚起步的王某就要背上沉重的刑事案底， 对被害人来说身体修复急需的经济

赔偿将没有着落， 不仅双方矛盾再无改善可能， 甚至很可能会因怨恨而引发更大

的恶性事件……

这虽是“小案”， 但不能“小办”。

冲动一拳

两人“受伤”
一诉了之还是化解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