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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王书田 

阅读次数： 1158  2006-4-26 10:00:00 

用生命守护职责的人——王书田同志先进事迹简介 

      王书田同志又住院了。消息传出，抢救室的门外站满了人，区党

委、政府、人大的领导来了，检察院的干警来了，普通的老百姓来了，

就连曾被他查办过的人也来了。人们默默地祷告，期盼他早日康复，衷

心祝愿这位好人一生平安。  

      人们赞扬王书田，敬重王书田。"我们正是在王书田的身上，真实

地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看到人民检察干部‘立检为公、执法为民

‘的良好形象。"  

      王书田，男，汉族，1953年9月出生，1973年参加工作，中共党

员。先后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临潼分局任干警、派出所所长、副政委、

政委等职，1998年2月调至临潼区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

长。长期辛劳成疾，在身患晚期肝硬化、糖尿病综合症并摘除脾脏的情

况下，他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信念，以对检察事业无比执着的追

求，带病坚持工作，全身心地扑在办案一线，带领反贪局的干警严格执

法,秉公办案,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创造出了一流的业绩，他所主持的反

贪工作连续五年名列全市前茅，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

的政法单位"，命名为"青年文明号"，2004年王书田同志被授予"全省人

民满意的政法干警"荣誉称号。  

      "火线检察长"  

      1998年2月，45岁的王书田从区公安局政委的岗位上交流到区检

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  

      有人说"这是平调，检察院条件又这么差，你去那儿划不来。"王书

田说："检察工作和公安工作一样重要。我是共产党员，只求干事，不谋

权位，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挑肥拣瘦，拈轻怕重。"  

      一走上新的岗位，王书田就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当起了 "小学



生"。白天，他与同志们交谈，深入开展调查，熟悉工作业务；晚上，他

捧起法律书籍，认真通读，特别对《刑法》中涉及职务犯罪的几十个罪

名逐一研究。而这时候，他己身患肝病，经常感到头昏、倦乏、吃不下

饭，身体逐渐消瘦。看到他忍着病痛折磨，白天不知疲倦工作，深夜还

在挑灯"充电"。妻子心疼地责怪他"你不看看你多大了，身体又不好，这

么操心干什么呀？"  

      王书田说："我是新兵，知道肩上担子的分量。干一行不但要爱一

行，而且要干一行懂干一行、专一行，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很

快，他就成为反贪办案的行家里手。  

      长期从事公安政治思想工作的历练，使王书田在抓队伍建设上有不

少真知灼见。他认为队伍是"管"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而队伍建设

的关键在班子、在领导自身。身兼反贪局长的他一上任就对自己提出了

严格的要求：在侦查办案过程中必须始终站在第一线，为干警做表率，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感染大家、

激励大家。王书田到任后不久，干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火线检察长"的

绰号。  

      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有一个特点，一旦工作运行起来，办案干警就得

不分昼夜地"连轴转"。王书田是院级主管领导，完全可以在办公室里坐

镇指挥，按部就班地上下班。但是只要一办案子，身为副检察长兼反贪

局长的他便一头扎进办案现场，干警们加班多久，他就坚守多久。累

了，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饿了，囫囵吞上几口饭。正是在他的"身

教"下，反贪局干警上上下下拧成了一股绳，把反贪工作的锋芒直指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他到任的第一年，全院查办职务

犯罪案件的数量就比上一年增长了40％，该院反贪工作成绩跃居西安市

检察系统前茅，多次受到表彰，而王书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花白了

头发。 

 

      "腐败克星"  

      1998年，王书田到任后没多久，反贪局立案侦查了一名邮电系统

职工贪污公款案。犯罪嫌疑人陈某交待，他把贪污的几万块钱拿到游戏

厅赌光了。办案检察官前往游戏厅取证，但游戏厅老板害怕"引火烧

身"，却一口否认。眼看传讯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时限将到，办案同志感到

束手无策。王书田听后冷静地说："老板不认陈某是那里的常客，有没有

多次和陈某一块参赌的证人？"在他的"点拔"下，办案组迅速从与陈一块

赌博的赌徒们中入手调查，获取了确凿、充分的贪污证据。  



      1999年3月，临潼区检察院接到中国水文地质勘探某大队职工举报

该队财务科长张某贪污公款的线索。身为主管检察长的王书田亲赴一

线，不管是在案件相持的时候，还是顺利的时候，他都始终和普通干警

一样坚守在办案现场。  

      由于该大队账目管理极为混乱，犯罪嫌疑人张某又有着二十多年的

财务工作经验，并且事先已有所准备，故在与办案人员接触后，张某采

取各种手段负隅顽抗。时而东拉西扯；时而破口大骂职工群众栽赃陷

害；时而又一言不发装病，拒不配合。尽管干警们苦查了一个多月，但

仍然难以突破，一度陷入僵局。有些干警流露出了松懈无奈情绪，甚至

有的打起了退堂鼓。面对这种情况，一直受病痛困扰的王书田拖着疲惫

的身子，与办案骨干深入研究案情。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头上顶的是

国徽，代表着国家；我们的背后是人民，有几千名工人看着我们！我们

决不能让国有企业遭受损失，让人民群众失望，它就是一块钢，我们也

要把它啃下来！"他连夜和干警们对前期初查的证据重新逐条归类整理，

进行综合分析，制定了新的侦查方案。白天钻进小山似的帐本堆里，对

帐目进行整理分类，寻找突破口；晚上加班加点逐一核对，并做出会计

鉴定。最后，终于查明张某贪污公款12万余元的犯罪事实。破案后，这

个大队的职工敲锣打鼓，自发地为反贪局送来了 "人民卫士 ，腐败克

星"的大红锦旗。  

      "伸张正义的检察官"  

      1999年7月份，一封封举报本区某镇村主任王某贪污行为的举报信

雪片似的飞到检察院。但办案人员在初查时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情

景"：村民们冷眼旁观，要么摇头缄口不谈，要么干脆将办案人员拒之门

外。而嫌疑人王某却对办案人员显得极为配合，异常热情。难道群众举

报有误，王某果真的是"一身干净"？办案检察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注重事实和证据的王书田却不这么看。"同狡诈的犯罪行为做斗争，不仅

要有坚定信念、巨大勇气，还要有高超的本领和灵活谋略"。他果断指挥

专案组改变办案策略，"另辟蹊径"。在公开将办案人员撤离该村后，却

从外围进行暗访。经查访方知，王某不仅是一个村主任，更是一个人见

人怕的村霸，倚仗其家族，经过长期经营，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在村

里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村民稍有不恭，便会遭到恐吓、谩骂甚至殴

打，为此，乡亲们对王某敢怒不敢言。针对王家族势力的干扰、群众对

王家的畏惧心理和"拉不开情面"的复杂心态，王书田同志带领干警深入

农户，苦口婆心地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村里一住就是十几天。同



行的反贪局侦查科长小梁，见王书田经常额头直冒虚汗，以为是他办案

劳累，不时地递上纸巾让王书田擦擦，但却没有想到他病情沉重。经过

积极调查，依据掌握的确凿证据，王书田又果断决定对王某采取了强制

措施。当多年来压在村民头上的阴霾散去，人们长吁了一口气，纷纷提

供线索和证据，终于使贪污公款、为恶一方的王某原形毕露。王某被依

法审判的那一天，兴高采烈的村民们自发地敲起锣鼓放起了鞭炮，用欢

快的鼓乐和清脆的鞭炮声向他们敬重的检察官致敬。  

      "企业的良师益友"  

      "公正，是查办案件的生命线；而确保侦查工作质量，是执法公正

的基石。"在指挥查办每一起案件中，王书田都对侦查工作质量格外重

视。他经常这样对大家说："有案不办是失职，有案不会办是无能。我们

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将所查处的每一起案

件，都努力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办成党放心、人民满意的精品

案。"  

      2000年底，临潼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驻区某集团公司报案,称该公

司驻外办公室主任张某挪用巨额公款，致使这家上市公司的东北、华北

销售网络受到严重影响。事关重大，公司报案后，王书田亲自讯问张

某。张某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王书田不急不躁，因人施策。不仅晓之

以法，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还关照他的生活习惯。得知其较爱吃"渭南

时辰包子"，王书田便自己掏钱给张某买来。张某终于被感化，他不仅如

实地供述了自己侵占公款的事实，还详尽地说明每笔赃款的去向和经手

的销售网络情况。并说："王检察长执法严格，办案文明，栽在你手下，

我是真心服了。"  

      针对在该公司办案中所发现的问题，王书田指示预防部门及时向该

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帮助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紧接着王书田又带领

两名干警同该公司纪委书记一道急赴东北调查。出发时，西安地区的温

度是零度左右，到了东北后，气温骤然降到零下30度。王书田仅穿了一

件薄锦衣，他不畏严寒和办案干警一起，连续几天深入到客户中调查取

证。为了节省经费，他要求大家尽量拣便宜的小旅馆住，几个人吃一份

五块钱的东北酸白菜烩菜。大家都担心他吃不消。他乐呵呵地说："这东

西有汤、有肉、还有菜，多实惠好吃。"返回时，同志们坚持要给他买卧

铺票，王书田一听就拉下脸来："大家都困难，能省就省了，怎么能为我

一个人搞特殊？！"最后和大家一道，千里硬座坐回到临潼。而此次调查

取证扎扎实实，工作卓有成效，不但为这家公司挽回了百余万的损失，

还恢复了这家公司多年苦心经营的东北、华北销售网。  



      在王书田担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7年间，他带领干

警查办职务犯罪案件94件，其中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14件，所

办案件件件是铁案，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和集

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00多万元。  

      "最好的疗法就是‘工作疗法‘‘ 

      长期艰苦、超负荷的工作，使已患有肝硬化、糖尿病综合症等病的

王书田的病情加重，体质越来越差。2001年6月1日，天上飘起了密密

的雨丝。王书田带领反贪局的干警正在查处某系统一起财会人员挪用公

款的大案。经过连续加班、几天熬夜后，王书田突然感到头昏、肝区疼

痛，而且腹部微微鼓胀。  

      王书田的身体健康状况也牵动着同志们的心。检察长见他脸色铁

青，嘴唇乌黑，眼眶深陷，命令他回家休息；战友们放下工作，要送他

去医院检查。王书田笑着说，"我这是过去的老毛病，等办完案件后休息

两天就好了。咱们大家抓紧工作吧。"但到凌晨一点，他突然感到天旋地

转，身子一仰，重重瘫倒在了椅子上。干警们手忙脚乱地把他紧急送到

了离办案点最近的空军417医院，经检查是肝硬化腹水，并发糖尿病。

实际上，这些病他早就知道，医生和家属也多次劝他休息养病，然而，

王书田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旦有案件，他就显得特别有精神，铆足了

劲拼命地干。  

      这次大病历时一个多月。病情稍缓，王书田又全身心扑在反贪工作

岗位上，依然习惯不改。王书田的妻子说，书田知道自己得的病是目前

医学上无法根治的疾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越是这样，老王

越是豁达，反而不再"上心"治疗，而是想把有限的生命用在多做一些工

作上。他常说："对我来说，工作是最好的疗法。"  

      2003年4月底，王书田主持查处区某医院出纳员王某贪污一案。在

初查掌握了王某贪污3万元的犯罪事实后，他凭着多年的丰富办案经

验，察觉到王某避重就轻，尚有更多的犯罪事实还掩藏着。于是，王书

田放弃"5.1"长假，带领大家加班加点，继续深挖细查收集证据，终于

查清了王某共计贪污公款17万元的犯罪事实。5月4日清晨，案件成功

侦破，王书田安排好大家休息后，自己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当天下

午，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到卫生间呕吐时，吐出来的竟全是鲜血。女

儿看到他惨白的脸色和地上大摊的殷红鲜血，哭着要通知单位送他去医

院诊治。但王书田却捂着嘴对女儿连连摆手说："我不要紧的，躺一会儿

就好了，大家忙了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休个节假日，就不要打扰

了。"  



      第二天凌晨，王书田再次吐血，一股一股的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一

时间，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滩滩血渍。家人急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送

进了区医院。到医院后，仅输血就输了4000CC，而一个成年人身上的

血也就是6000-8000CC。当检察长方满友和同志们赶到医院时，王书

田陷入了重度昏迷中。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当感到方检察长的手

在拉他的手时，王书田缓缓地苏醒了过来，直到此刻他操心的依旧是工

作，颤抖着声音对方检察长说："我可能再也帮不上你忙了……"说着，

又昏迷过去。为了止血，王书田被摘除了脾脏。接下来又是五天五夜的

昏迷，五天五夜的抢救。这期间，他几度心脏停止跳动，血压测试不

到，生命体征基本消失。  

      5月12日一大早，王书田竟神奇的挺了过来。就连主治大夫也激动

不已，连连称奇："出血量如此大，能活过来是奇迹；如此体弱多病还在

长期坚持工作，这更是奇迹。王检察长的意志和生命真是我见过的最顽

强的……"  

      病情稍一稳定后，王书田又要求上班！检察长和同志们劝不住，医

生劝不住，家属也劝不住。他笑着对大家说："不是俗话说，大难不死必

有后福吗，我闲着更难受啊！"  

或许是因为两次住院，怕给干警心里留下阴影，从此以后王书田更加注

意自己的精神面貌。他经常对干警们说，"最近我恢复得不错，干工作没

问题。"反贪局干警房小林说："在办案中，看着王检察长有时比我们还

精神的样子，我们竟常常忘记了他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  

      2004年3月，方满友检察长去市委党校学习，王书田主持院内工

作。3月27日，他带领反贪局干警查处某公司访销科长赵某贪污10余万

元的大案。王书田边在院内处理事务，边指挥反贪干警跑银行核对帐

目，查找证人调查取证，从中又发现了某银行职员房某挪用公款40余万

元的重大串案线索。这天晚上，他在两个办案点来回奔忙，一直到翌日

凌晨二点多才回家，一个小时后又吐血不止……。  

      第二天一大早，办公室小杨接到王书田的电话，通知九点召开检委

会研究反贪局的案子。八点半，王检又打来电话，说他有事可能来不

了，叮嘱尽快研究正在办理的案件，不要错过侦查时机。快九点时分，

检委会正准备开会，王书田的家属打来电话，人们这才知道王检凌晨三

点就开始吐血，现在正在医院急救。先前他的电话也是在医院打的，怕

影响工作，没有将病情告诉同志们，刚打完电话就昏迷过去。大家急忙

赶到医院，看到急救室的床单上沾满了血迹。王书田苏醒后对同志们说

的第一句话是："案子一定要抓紧查办"。之后又昏迷了过去。医院随即

下了病危通知。经过一昼夜的抢救，王书田才脱离危险。几天后，病情



稍见稳定，他又照样回到办公室，这次大家没有劝他，人们知道劝了也

是白劝，在同志们眼里，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 

 

      "我的病，就这样了"。 

      王书田不无激情地说："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人生的价值却不是

以生命的长短衡量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离不开我的战友，离不开我

的事业。只有这样，我才觉得活着充实，活得精彩！"  

      铁石心肠与似水柔情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在人们眼里，有着惊

人毅力的王书田，工作热情似火，意志坚强如钢。然而，他也有两次泪

水长流的时候。  

      一次是在他父亲的灵柩前。王书田的父母都是老铁路工人，随单位

工程建设不断地流动，退休后把家安在了贵阳。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

但是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千里之外的父母。自从到了检察院，他就

没有陪父母过过一次春节，因为春节正是反贪干警"抓逃"的大忙时节。

1998年5月，老家连续打来几次父亲病危的电话，催其速归，可当时王

书田正在办理某局崔某涉嫌贪污一案，案情处于攻坚阶段，无法抽身。

当案子拿下后，他连夜坐火车赶赴贵州。然而当他踏进家门时，父亲已

经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看着父亲遗容，想着父亲生前慈祥的

音容笑貌和对自己的谆谆教诲，这位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在威胁面前

从不畏惧，在病魔面前从不低头的汉子哭了。"身为人子，却未能尽孝

道，我感到万分心痛"。他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嚎啕痛哭，任凭泪水打湿

衣襟。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又振作精神返回到反贪的工作岗位。  

      1999年8月，王书田的母亲在妹妹的陪同下来西安住院作手术。可

此时恰巧有几个案件查处正在关键阶段。他把母亲安顿住进西安的医院

后，就立即回到单位，往返于几个办案点，一干就是二十多天。当他调

查取证途中顺道去医院看望母亲时，妹妹流着泪说："哥，我在这里人生

地不熟，母亲又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人侍候，我一个人跑上跑下地找医

生取药可难了。你就不能抽点时间帮帮我，陪陪咱妈！？"王书田一阵心

酸，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眼泪哗哗往下流。了解、心疼儿子的母亲反而

责怪起了女儿："女子，你不能怨你哥，你哥工作重要，我知道他

忙。"看着憔悴的妹妹，望着病床上满头白发的母亲，他还能说什么呢？

他欠老人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父亲过世后，年事已高的母亲成了他唯

一的牵挂。这次本想在母亲生病住院期间好好地侍奉她老人家，以补偿

多年心头的亏欠，无奈案情紧迫，他实不得已。王书田满眼含着泪，愧



疚地对母亲说："妈，您原谅儿子吧！再过两天，我一定好好地来陪陪你

老人家。"言罢，他含泪又匆匆离去。当他完成任务，再次到医院看望母

亲的时候，母亲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已经悄然出院回贵州去了。  

说起王书田，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一言难尽，泪水涟涟。  

      王书田的妻子是西安铁路工程处的一名下岗工人。妻子刚下岗时，

有人劝王书田："你是反贪局长，只要开个口，准能给嫂子调个好工

作。"王书田直摇头："这个口我开不了。下岗的人多了，日子只要能过

得去就行了。""家里啥事也指望不上老王。"妻子自谋职业，与人合伙摆

摊经营旅游纪念品。  

      有一次王书田组织查办一个串案，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而家里老

人有病，孩子升学，事情又特别多。妻子想等王书田回家时好好说说

他。案子办完后，王书田回到家里，妻子一边给他盛饭，一边开始数

落，可等她一回头，只见刚扒了两口米饭的王书田，筷子还留在嘴里就

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妻子又气又怜，只好轻轻地给他盖上被子，自己躲

在一旁悄悄哭了一场。  

      还有一次，王书田下乡办案，妻子和女儿都患上了急性"流感"。妻

子担心自己说话"没份量"，只好"怂恿"女儿给他打电话，可王书田只是

安慰了几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第三天，案子办完后才赶到医院。妻

子和女儿都发高烧到39度，正躺在床上打吊针。王书田一进病房，没说

几句话，就靠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着了。主治大夫不了解情况，看到他这

个样子，一把拉起他训斥道："老婆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这睡

觉！"  

      王书田常说："我不是不懂人情的冷血动物，国家赋予我们监督重

任，老百姓寄予我们反贪厚望，在掂量了国和家的分量后，我只能舍弃

一头－那就是自己的小家！"。  

      甘守清贫的反贪局长 王书田长期患病，看病治疗的花费越来越

大。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王书田的妻子后来又开了个小理发店，但挣的

钱也都贴在为王书田的治病上。  

      在王书田女儿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永远是高大完美的。虽然对爸

爸的许多做法不理解，认为他活得苦和累，但为有这样崇高精神的父亲

而自豪。王书田第一次大病住院时，女儿还是一名中学生。每天中午放

学后，她还要给父亲送饭，来回5、6里路都是步行。王书田的妻子问女

儿"你怎么不坐车呀？"女儿说"爸爸治病需要钱，我这样做每次不是可以

省下五毛钱。"争气的女儿2003年考上了大学，可是费用却全靠亲戚资

助。"  

      王书田1973年参加工作，工龄32年，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1400



【返回】  

元。长期的病痛，相继三次住院，不仅折磨着王书田的身体，也使他本

来就拮据的家庭债台高筑。摘掉脾脏后，为了维持治疗，按医生要求，

每周要注射两次一支近200多元的人血白蛋白，一个月下来，他的工资

收入就所剩无几了，这还不包括要购买其他不能报销的营养、特效药以

及专门治疗糖尿病等药品的费用。  

      为了治病，王书田耗尽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借遍了亲戚的

钱。让王书田最为感动的是自己年逾古稀的岳父，为了给女婿治病，这

位平素里在子女眼中"特扣门"的老人，一次就拿出了积攒多年的一万元

养老钱。  

      王书田三次大病住院，先后花费了近20万元，但按医保规定，只

报销了3万多元。为了还债和支付接踵而来的医药费，王书田只好卖掉

了在公安局当政委时分到的仅有的一套住房，租了一套只有40平米的房

子栖身。家里的电视机坏了没钱修，只好不看。为了省电，平时只用一

个灯泡照明，房东留下的一部空调，全家人一次都没舍得用。  

      家中再有困难，王书田从未向单位开口。妻子几次劝他申请困难补

助，但王书田却说："咱家还没有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医保‘是国家的

政策，我作为一名领导更不能提出什么特殊要求。"  

      得知王书田有困难，有许多单位和个人表示愿意慷慨解囊，热情资

助，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还一次次严辞拒绝了以为他"支付药费"、"解决

困难"为名，而求他在办案上"适当留缝"，执法时"手下留情"的说情

者。  

      王书田就是这样一个把全部生命融入神圣的检察事业，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共产党人；一个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对

党、对人民、对法律无限忠诚的人。  

（稿件来源：正义网）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