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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帆

以茶为媒探寻基层化解矛
盾纠纷新路径

走进云南省芒市三台山乡——
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蜚声全省的

“托阿姆”调解室就驻守在三台山乡
出冬瓜村的茶香里。

“ 托 阿 姆 ”，德 昂 语 意 为“ 解
纷”。茶是德昂族表达歉意、修复关
系、达成共识的重要媒介。2022 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芒市人民法院借鉴当地以“德昂
酸茶”为媒、围炉对话的传统“茶话
会”调处习俗，会同州市两级司法局
共同创设了“托阿姆”调解室，探索
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的有效路径。

调解室设有 2 名专职调解员和
3 名特邀调解员。德宏中院刑事审
判第三庭庭长杨云梁便是特邀调解
员之一。杨云梁介绍：“德昂族讲究

‘ 茶 到 意 到 ’。 比 如 矛 盾 纠 纷 的 一
方，如果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就可以
向对方送上一杯‘道歉茶’，握手言
和了则是来一杯‘和睦茶’。”

通过巧妙运用德昂族深入民族
肌理的茶文化，“托阿姆”调解室以
茶席为平台，以茶规为纽带，以“法
官+人民调解员”“法官+乡村干部”
为 调 解 主 力 军 ，借 茶 调 心、以 理 化
解，将法律规训嵌入地方文化，实现
情理法的深度融合。

同时，“托阿姆”调解室还积极
推动制度机制建设，将传统解纷智
慧与本地多年实践的“三三制”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模式相衔接，通
过在村小组、村委会、乡镇三级调解
网络中嵌入前置司法指导，让“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真正落地。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坐落在
双江县勐库镇口，每天与茶农茶商
打交道，办理涉茶纠纷案件，是个地
地道道的“茶乡法庭”。

2024 年 6 月，云南省法院首个
“鲍卫忠群众工作法调解室”在此挂
牌。法庭的特色调解品牌——“四
杯茶”调解法依次借鉴了普洱茶的

“萎凋”“杀青”“揉捻”与“晒干定型”
工艺，从“消消气”疏解情绪，为调解
营造宽松环境，到法官厘清客观事
实，直指矛盾症结，再到结合案件特
点邀请社会力量参与调解，情感共
鸣促进立场调和，最终通过“司法确
认+回访机制”固化调解成果，“握手
言和”修复当事人受损关系。

“做调解工作急不得，得让群众
从心里觉得暖。”在勐库法庭庭长俸
明荟看来，“四杯茶”调解法的精髓
就来自“时代楷模”鲍卫忠做群众工
作“将心比心”。一杯消消气、二杯
说说事、三杯谈谈心、四杯握握手。

“四杯茶”形象地还原了法庭以茶润
心、明理、融情、固本的调解“茶经”，
有机融合了茶文化、法治文化和楷
模精神。

面对茶农刘某与闵某的多年积
怨，俸明荟以茶为媒，让 10 万元欠款
伴着茶香落袋为安。如今，司法的
温度在勐库法庭已淬炼成更绵长的
暖意：2023 年以来，勐库法庭运用

“四杯茶”调解工作法调解案件 260
件，将边疆的生态、民族优势转化为
法院发展效能。

司法智慧构建云茶产业全
链条保护模式

作为全国最大的普洱茶、红茶
原料基地，云南省临沧市全市茶叶
面积 209.3 万亩，产量 18 万吨，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临沧成为世界茶
树起源的中心地带。伴随临沧大叶
种茶的声名远扬，近年来涉茶纠纷
案 件 数 量 和 办 理 难 度 也 在 不 断 增
加，尤其是涉茶叶品牌地理标志、商
标等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与地方产
业发展息息相关。

2023 年春茶季，享有注册商标
专 用 权 的 临 沧 某 茶 叶 有 限 公 司 发
现，双江勐库冰岛某茶坊未经授权，
在线上、线下制造、销售带有案涉商
标标识的多款茶叶。诉至法院后，临
沧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市知识产权
局专家共赴被告所在茶厂进行走访
调查，依职权从直播平台后台调取
了被告用案涉商标销售茶叶的相关
数据，明确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计算
出侵权所得大致数额，积极向被告
开展法律释明工作。

考虑到原、被告双方在茶叶经
销上有过合作，有调解的基础，调解
结案能最有利于修复双方关系，法
官多次做工作，一边向被告剖析利
害，一边解开原告的心结。最终，被
告公开致歉，原告同意放弃惩罚性
赔偿，调解协议中的款项很快履行
完毕。双方迅速回归忙碌的春茶季，
茶叶销售都回到了正轨。

不止是临沧，近年来，普洱等知
名茶叶产区法院立足边疆民族地区
实际和茶产业特点，依托行业部门
联动、借力信息科技，针对涉茶类经
营合同、劳务农资、知识产权等加大
类案办理和指导力度，助力涉茶类
经营主体快速解纷，为产业发展构
建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法院还
着力推进行政、司法、村（社区）、协
会 等 多 方 各 司 其 职、合 力 共 管 ，实
现“监测预判—预警提醒—行政指
导—源头化解—司法维权—普法宣
传”的闭环模式覆盖全产业链。

临沧法院依托派出法庭，“一庭
一品”对 冰 岛 老 寨 、昔 归 等 名 品 茶
所 在 茶 区 对 应 做 好 涉 茶 纠纷集中
管辖，全市 17 个人民法庭、320 余个
服 务 站 （点） 实 现 茶 产 区 、重 点
茶乡 （村） 全覆盖。

而普洱法院着力打造的“茶法
绿网”环境资源审判品牌，已成为全
省审判质效皆优的口碑品牌。“茶法
绿网”以基层法院、法庭为支撑，以
自然保护区和当地党委、政府为依
托，以“一县一特色”“一庭一特色”
为路径，通过协调联动保护机制，13
个多元共治工作站和法律服务点构
建起“两屏三廊多点”全覆盖式生态
司法保护体系。

既要夯基固本，也要“借船出
海”。2023 年，双江法院与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签署全国首
份名茶保护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开

创了名茶品牌保护跨域联动、统筹协
作、系统治理的先河。2024 年，临沧
全市法院共审结涉茶纠纷案件 58件。

发挥职能作用以法护茶厚植
法治沃土

作为普洱茶的核心产区，西双版
纳 古 茶 山 植 茶 历 史 可 追 溯 至 东 汉 时
期，现存古茶园面积超 10 万亩，保存了
完整的古茶树群落和茶马古道遗迹。

位 于 云 南 省 勐 腊 县 的 易 武 古 茶
山，至今仍是高端普洱茶的代表。在这
里有一块闻名遐迩的涉茶案件“断案
碑”，是易武普洱茶文化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据馆长刀易学介绍，清代道光年
间，易武茶农因不堪土司收取的高额
茶税，联合起来状告到普洱府，当时的
官员采纳了茶农的意见并规定了税收
名目和范围，茶农打赢官司后为了铭
记这一历史，决定立碑为记。

这块记载着 180 多年前的“民告
官”行政案件的“断案碑”，不仅铭刻着
茶乡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也见证
着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为民、护航产
业健康发展的崭新实践。

针对涉茶民事纠纷，西双版纳两
级 法 院 快 立 快 审 快 调 快 结 小 标 的 案
件，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茶农、茶企生
产经营的负面影响。数字法院赋能审
判，“云上”开庭、电子送达解决异地维
权诉难。在毗邻茶叶种植、加工、交易
地带以及古茶树群落设立生态环境巡
回审判点或法律服务点，实现司法保
护 与 茶 叶 产 业 生 态 需 求 的“ 地 理 衔
接”。2023 年以来，西双版纳法院一审
涉茶民事案件 438 件，涉案标的额 1.2
亿元。

斗茶大会是当地茶产业盛会，也
是普法良机。勐腊县人民法院瞅准茶
文化节、斗茶大会等时机，聚焦茶叶买
卖合同、劳务用工等高频纠纷，派出普
法小分队以典型案例解读、现场法律
咨询等形式增强茶农法治意识，引导
古茶树经营权人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平衡。

书写景迈山申遗成功的“后
半篇文章”

2023年 9月，云南省澜沧县境内的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过程中，景迈
山申遗核心区曾出现过一起备受当地
茶农关注的“祖宗古茶树”争夺纠纷。

原告手持 9 亩古茶园承包合同，被
告却主张茶园是他的祖产，多次抢摘
这里的古茶树鲜叶。澜沧拉祜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法官敏锐抓住这个以案释
法的契机，实地勘查迅速查明案件事
实，邀请当地村组干部、民族长者一起
参加调解，被告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
为违法，双方现场达成赔偿协议并很
快执行到位。案件一锤定音，既维护了
景迈山古茶林管理秩序，也让世居此
地的茶农明晰权属的边界，形成示范
效应，从源头上减少了潜在的讼争。

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
产，景迈山历经千年的保护与发展，创
造出“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和谐
景观。澜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

用，守护景迈山的林茶共生，助力茶
产业蓬勃发展。

景迈山古茶树上，生长着一种
被称为“螃蟹脚”的寄生植物，它只
能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中生存，所
以当地人认为这是景迈山优质普洱
茶的独特标识，而且兼具药用与品饮
价值，所以当地有制作普洱茶时添加
少量“螃蟹脚”的传统。然而，一名省
外消费者王某购买了含有“螃蟹脚”
的普洱茶后，却以一纸诉状把生产企
业告上了澜沧法院。

消费者主张，在国家执行标准里
普洱茶不能添加非茶类物质。他认为

“螃蟹脚”既不是药品类也不是食品
类，要求退还 6000 多元货款并进行十
倍损害赔偿。

生产企业辩称，对生长环境要求
严苛的“螃蟹脚”，寄生在树龄较高的
古茶树上，吸收古茶树营养物质，并生
物转化产生出许多具有特殊功效的物
质，恰是景迈山茶的特有优势。

澜沧法院对案件很慎重。分别委
托国家卫健委以及普洱茶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一一出具相关检验报
告。报告认定涉案茶叶中添加“螃蟹
脚”不构成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并未
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法院驳回了
消费者王某的诉讼请求。

近年来，澜沧法院梳理茶产业
高发纠纷类型，形成了 《古茶买
卖合同纠纷审判指引》《古茶交易
风险防范》。在惠民镇景迈村和芒
景村分别设立“景迈山古茶林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点”，充分
发挥 2 个服务点的前哨作用，通
过法律培训、解答咨询、邀请村
干 部 参 与 案 件 调 解 、 巡 回 法
庭、法治进乡村等形式，将司
法力量前移，促进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就地化解。更多村民
正成为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如今，申遗成功的景迈山，
已成为云南普洱绿色经济振
翼高飞的重要引擎。2024 年普
洱 法 院 审 结 涉 茶 关 联 案 件
148 件，组织开展知识产权进
茶乡、进企业、进庄园等系列
活动，“送法入企”，为普洱
老字号企业长远发展提供
精准法律服务，引导本地
茶业依法维护地理标志、
商标、专利等品牌商业价
值。有力维护新兴产业秩
序 ，依法妥善审理涉及
数据、平台企业等案件
74 件，保护普洱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创
新 健 康 发 展 ，让“ 云
茶”奔赴远方“一点就
到家”。

夏 日 茶 山 郁 郁
葱葱，一株株茶树蕴
蓄着生长的力量。
这里林茶共生、人
地和谐，茶法相融
的司法保护画卷
正在祖国西南绵
延 的 绿 意 里 徐
徐铺展开来。

设在茶山上的“鲍卫忠群众工作法调解室”、景迈山古茶林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点……在茶叶种植
面积和干毛茶产量居全国第一的云南，茶叶产值已连续 5年超千亿元。近年来，云南法院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
障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使命，在有“云茶”代表性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临沧市等知名茶叶产
区，加强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地理标志等司法保护，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古茶树司法保护到高效调解茶
企纠纷，以法治之力精心守护“云茶”这株千年嘉禾，以司法智慧为茶产业注入蓬勃生机。

▲澜沧法院法官深入景迈
山了解茶企在知识产权方面的
需求。 马丽莉 摄

““托阿姆托阿姆””调解室特邀调解员调解室特邀调解员、、德宏州中院法官杨云梁德宏州中院法官杨云梁 （（右二右二）） 走访德昂山走访德昂山
寨群众寨群众。。 李雪萍李雪萍 摄摄

““司法护航云茶芬芳司法护航云茶芬芳””主题采访媒体走进易武镇实地了解主题采访媒体走进易武镇实地了解““断案断案
碑碑””故事故事。。 刘晓娴刘晓娴 摄摄

澜沧法院景迈村巡回审判点正在开庭澜沧法院景迈村巡回审判点正在开庭。。 马丽莉马丽莉 摄摄

双江法院法官到茶山实地勘验现场双江法院法官到茶山实地勘验现场。。 石桂琼石桂琼 摄摄

勐腊法院法官在易武镇贡茶文化节上开展普法宣传勐腊法院法官在易武镇贡茶文化节上开展普法宣传。。 杨洪飞杨洪飞 摄摄

澜沧法院法官深入景迈山开展巡回审判澜沧法院法官深入景迈山开展巡回审判。。 马丽莉马丽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