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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化浙江开化：：模拟法庭模拟法庭““开演开演””政协委员观摩政协委员观摩
周凌云 徐晰玙 方江琪 文/图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法槌之下的“情”与“理”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人民
陪审员 陈 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开
心田园生态农场负责人 孙春梅

绘 就 绿 水 青 山 新 画 卷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漠河市立人学
校校长 马建国

重庆渝北：代表进校园 共上普法课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赵 莉 李 静 文/图

代表说理“听得懂” 法官说法“信得过”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胡科刚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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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来自位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的全国人大代表，同
时也是扎根基层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深刻感受到这片土
地的独特魅力与法治需求。“极北”漠河，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拥有森林、界河、冰雪等丰富生态元素，独特
的资源禀赋为当地司法审判工作带来挑战。

近年来，在极寒的北疆，我多次目睹法院干警们背着
国徽，在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中艰难前行，深入林场、村
落宣传普法，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语，为群众化解矛盾、
释法析理，为守护漠河的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筑牢法治根
基。我想，当基层法官们的足迹踏遍漠河的林海雪原，当
法律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深度融合，法治中国的基层根基就
会愈发坚实。

为更好绘就漠河生态画卷，对于法院工作，我有两点
建议：一是深化“恢复性司法”实践。建议法院联合相关
部门，建立生态修复专项基金，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碳汇
补偿等新型责任承担方式，推动责任人参与植树造林、野
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生态修复工作，实现生态保护与司法
审判的有机结合。二是加强冰雪旅游法治保障。建议法院
结合本地冰雪旅游特点，制定符合实际的旅游合同示范文
本，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建立“半小时旅游维权响应
圈”，在景区设立旅游巡回法庭或维权服务点，快速处理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消费纠纷、人身财产安全等问
题，为漠河“冰雪经济”保驾护航。 （王笃坤 整理）

威严的法庭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
总是遥远而又神秘，当得知自己有幸成为一
名人民陪审员时，我内心充满了好奇与忐
忑。初次踏入法庭，庄严的环境与严谨的流
程让我不由得心生敬畏，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从威严之外，又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记得那次，我参与陪审一起青少年入
室盗窃案。仅为了几百元买烟的钱，少年
多次入户盗窃邻居财物。庭审中，公诉人
严肃地陈述犯罪事实，作为陪审员，我一
边仔细听，一边观察少年的情绪变化，只
见处在被告人席上的少年低着头，稚嫩的
脸上写满惶恐。

审判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没有急
于宣判，在休庭合议时，他说：“惩罚不
是目的，挽救才是关键。”这句话让我陷
入 了 深 思 。 讨 论 过 后 ， 我 们 结 合 少 年 的
成长背景、悔罪态度等，建议法庭给予从
轻处罚。那一刻，我似乎触到了司法的内
核——法律不仅是惩戒的利剑，更是照亮
迷途者的灯塔。

在参与陪审的日子里，每一次法槌敲
响，都像是开启了一扇门，带我走进不同
人生：少年误入迷途，站上善与恶的十字
路口；离婚夫妻因现实冲击而关系破裂，
昔日的甜蜜化作财产分割的争执；商业伙
伴因合同纠纷对簿公堂，多年信任碎成冰
冷的辩论……

从司法“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一方面，我感受到了法律的专业和公正：

法官们严谨把控庭审流程，从质证到辩论
层层推进，用扎实的专业素养把握着庭审
节奏。针对一些复杂案件，法官还会在庭
后实地调查证据的真实性，再与我们陪审
员反复讨论。

另一方面，透过这些案件，我也体会
到了法槌的温度：它藏在法官不厌其烦地
释法明理里，藏在陪审员设身处地地共情
思 考 中 ， 更 藏 在 对 每 起 案 件 的 严 苛 求 证
中。法槌落下，敲定的不仅是裁决，更是
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人性的尊重、对社
会和谐的守护。

人民陪审员，是连接法院和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我将带着这份温热，在陪审参
审每起案件时都谨记——法槌落下的每声
清响，都该震醒蒙昧、叩启良知，更应抚
平褶皱、焐热人心。回归日常生活，希望
能够通过人民陪审员这个窗口，让更多的
人了解法律、信任法律、自觉运用法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圆满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经济
大省要挑大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
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去年以来，我多次应邀到南通两级法院走访调研，了解
到全市法院不断创新“涉诉双免保”机制，出台服务保障发
展新质生产力 18 条司法举措，围绕重大项目各环节的法律
风险防范提出 16 条具体建议，加大对“专精特新”关键核心
技术、船舶海工等传统优势产业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
力度等。南通法院的这些举措，让我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在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工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保障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建议人民法院深
刻把握国家战略导向，拓展全局视野，围绕江苏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南通制造强市之路，聚焦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创新主体保护等关键环节，更好发挥知
产、商事、环资、破产等审判职能作用，持续优化司法政策举
措，服务提升产业链水平，为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
阵地注入更加强劲的司法动能。 （顾建兵 整理）

2024 年 7 月，一场暴雨让山东省日照市岚山
区某小区陷入积水泥淖。小区业主韩某因房屋被
雨水浸泡责任问题与物业公司争执不下，向岚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岚山
区人大代表费秀丽旁听庭审并参与案件调解。

调解过程中，费秀丽凭借专业经验，点明排
水系统存在的缺陷，指出物业公司疏于清理公共
区域杂物的责任，并引导业主理性看待过错。案
件历经多次联合调解，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达成
赔偿协议。同时，在费秀丽的建议下，物业公司
还同步启动了排水设施改造工程。

“这次调解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人大代表
既是法院的监督员，更是法院与群众的‘联络
员’。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萌芽状态，不仅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更能让人
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人大代表就在身边。”案件调
解成功后，费秀丽感慨道。

这一纠纷解决的背后，是岚山区法院近年来
创新“法官说法+代表说理”联动解纷工作机制
的缩影。

近年来，岚山区法院持续探索多元解纷渠
道，创新“法官说法+代表说理”调解工作机
制，邀请来自区、镇 11 名人大代表担任特邀调
解员，通过轮流值班和个案邀请相结合的方式参
与法院民商事纠纷调解工作。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告李某的电话
始终无法接通，原告提供的送达地址也找不到李某
踪迹。

承 办 法 官 易 秀 娟 在 “ 特 邀 人 大 代 表 调 解 名
册”中发现，被告李某的送达地址，恰巧是岚山
区人大代表、虎山镇大村党支部书记李纪港所在
的村居。易秀娟当即联系到李纪港，告知其纠纷
的来龙去脉。

当天下午，易秀娟接到了李纪港的电话回复：
“李某确实外出了，一般人的电话他也不接。但是
他的父母在家，我跟他们打交道比较多，我做做他
们的思想工作，争取能够和解。”

又过了一周左右，易秀娟接到了原告的电话：
“法官同志，李某主动联系我了，说是有人找到了
他，他微信给我转了一笔钱，并跟我保证尽快还
清，要不然我先撤诉吧。”至此，一起原本十分棘
手的案件顺利解决。

当人大代表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当专业智慧与司法权威深度融合，不仅让纠纷化
解走向“事心双解”，更推动基层治理更加接地
气、冒热气、聚人气。正如一位当事人在调解成
功后感慨：“代表讲的道理我们听得懂，法官说的
法条我们信得过，这样的解纷才有力度。” 2024
年以来，该院邀请人大代表参与纠纷化解 30 余
件，自动履行率高达 90%以上。

近 日 ， 浙 江 省 开 化 县 人 民 法 院 联 合 开 化 县 政
协，走进城东小学，开展“法护蓓蕾 共筑未来”法
治进校园活动，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 10 余人参
加活动。

活动现场，同学们开展了一场关于寻衅滋事罪的
模拟法庭活动，担任该校法治副校长的开化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胡欢进行了专业点评，并结合典型案例引
导同学们正确处理矛盾纠纷，切实强化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意识。

“ 模 拟 法 庭 这 种 互 动 体 验 式 法 治 教 育 ， 让 同
学 们 更 加 深 刻 了 解 违 法 犯 罪 所 面 临 的 后 果 ， 从 而
有 效 预 防 青 少 年 犯 罪 。” 浙 江 省 政 协 委 员 余 雄 富
点赞 。

随后，政协委员们还参观了开化法院法治教育实
践基地、“天平之约”委员工作室、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中心等，与法院、教育、团委、妇联等有关单位代
表召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协商会，围绕当前工作

痛点难点展开研讨，就普法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心理
疏导等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我们将立足审判职能和实际需求，积极探索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协同机制，推动从个案裁判向综合治理、
从司法惩戒向教育矫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织密法治防护网。”开化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夏云伟表示。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
协和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关
爱服务活动，营造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开
化县政协副主席邓柳青建议。

图①：小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图②：政协委员沉浸式观摩庭审。
图③：政协委员参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
图④：政协委员与法院、教育等有关单位代表开展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协商。

近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将庭审现场搬到西南
政法大学，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制造枪支案，并邀请
重庆市人大代表刘沛谞、邵莉、刘波平现场观摩，150
余名在校师生旁听。

该 案 中 ， 被 告 人 张 某 浏 览 到 一 条 改 装 枪 支 视 频
后，决定模仿组装枪支，并将该想法告知其合租室友
余 某 。 二 人 共 同 购 买 、 组 装 零 部 件 并 改 装 成 两 支 枪
支。经鉴定，案涉枪支属于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制式枪
支，具有杀伤力。公诉机关以二人构成非法制造枪支
罪提起公诉。庭审中，合议庭引导控辩双方就全案证
据进行质证，并就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情节等充分
发表意见，二被告人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该案当
庭宣判。

庭后交流中，同学们就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审查、枪
支认定标准等问题与法官进行了热烈讨论。随后，干警

们引导人大代表和师生们参观了 5G“车载便民法庭”，并
向其介绍法治宣传、多元解纷、智能庭审等功能。

“将庭审搬到法学院校，邀请同学们现场观摩，把书
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变为可见、可感的案件和审判，这既是
一种普法方式，也是一种教学方式。”邵莉说道。

“这次庭审，是一次鲜活、生动的法学实践课堂。”刘
波平表示，“庭审结束后，同学们与法官的积极互动、热
烈讨论，体现了学生们对法律学习的热情，也展现了这次
庭审在普及法律知识、营造法治氛围方面的实效。”

图①：庭审现场。
图②：庭后交流中学生向法官提问。
图③：法院干警向人大代表和师生介绍 5G“车载便

民法庭”。
图④：同学们在 5G“车载便民法庭”进行角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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