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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执行干警化身“房产中介”，老田烧烤找到了新铺位
曾 佳 阮泽飞

图为2025年
5月，云南省开远
铁路运输法院执
行局局长刘应坤

（左一）来到申请
执行人金某家中
签 署 执 行 和 解

（搬迁）协议。
阮泽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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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实到位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汤啸天

合 伙 人 之 间 的“ 糊 涂 账 ”终 于 算 清 了
梅贤明 郭佳文

编者按：今年 4 月 30 日，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表决，并于今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民营经济促进
法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明确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
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在我国民营经济发
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学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
作举措。如何让这部重要法律落地落实？本栏目特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
员汤啸天就此主题撰写评论文章，敬请关注。

云南省开远市的城市烟火气，藏
在街头巷尾的烧烤摊里。每当夜幕
降临，城市的街道灯火通明，烧烤摊
前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孜然、辣
椒和烤肉的味道，人间烟火在这里呈
现出最真实的模样。然而，当炭火燃
起的“滋滋”声、食客划拳的喧闹声、
风机运转的轰鸣声在深夜持续撞击
居民的耳膜时，便成了烦人的噪音。

金某就是烧烤摊噪音的受害者，
他家楼下的“老田烧烤”生意兴隆，但
每晚直至凌晨的嘈杂噪音，让老人无
法安眠，孩子也无法静心学习，长久
的苦恼让金某选择了报警。政府环

保部门、派出所、调解委员会等相继
上门调解，但一直无法妥善处理。最
终，金某选择向云南省开远铁路运输
法院起诉。

经市生态环境监测站测定，该店
夜间经营时排放的噪声值远超社会
生活噪声排放标准 2 类的商业经营
边界噪声限值。在开远铁路运输法
院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
见：“老田烧烤”须于调解书生效后两
个月内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噪声污染
问题，确保达标排放，降低噪声影响。

但两个月过去了，问题仍未解
决，金某便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

执行局局长刘应坤踏入略显油腻的
烧烤店后厨，店主老田便搓着满是油
污的围裙，眉头紧锁地诉苦：“法官，
不是我不改！包间屋顶铺垫了隔音
海绵，排气扇、风机都换了静音的，烧
烤棚也重新换位开口了，可客人们喝
高兴了，声音哪是我能控制的？我这
小本生意，全靠晚上这点客流，真要
关店，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啊！”他眼
中交织着无奈与焦虑。另一边，申请
执行人金某也情绪激动，对烧烤摊吵
闹如常表示愤慨。

此案若简单采取罚款、查封甚至
拘留等强制措施，固然能体现法律威
严，但店主的生计可能瞬间崩塌。面
对这情与法的困境，刘应坤意识到，需
跳出“强制整改”的单一路径，寻求既
能解决噪音问题、又能维系店主生计
的“最优解”，核心思路是：帮助烧烤店
易址经营，彻底实现“空间隔离”。

刘应坤向双方当事人反复释明
方案。经多轮疏导，双方终于达成调

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同意只要“老田
烧烤”在法院协助下于一个月内完成
搬迁至非密集居住区的合规店面，并
确保新址经营噪声达标，则自愿放弃
原地整改的要求及其他诉讼请求；被
执行人老田也承诺积极寻找新址，在
搬迁过渡期内尽最大努力控制噪音、
缩短最晚营业时间。

得知老田寻址不易，法院主动延
伸职能：利用法院与市场监管部门、
街道办、招商等建立的联动机制，广
泛搜集辖区内符合烧烤经营条件的
待租商铺信息。执行干警化身“房产
中介”，根据筛选出的信息，多次陪同
老田实地查看、比对。同时，向出租
方说明情况，争取理解，为老田争取
合理的租金优惠。

针对新址可能涉及的环保审批、
消防要求、店铺招牌设置等问题，法院
提前联系相关部门，为老田提供清晰
的指引和材料清单，避免其走弯路，实
现快速搬迁。

历经月余奔波，老田终于在城郊结
合部一处商铺觅得理想铺位。该地基
础设施完善，与最近住宅楼有足够的缓
冲带，租金也在可承受范围内。

执行回访日，申请执行人金某握住
刘应坤的手说：“刘法官，我终于能睡个踏
实觉了！谢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另一边，“老田烧烤”新店灯火通明却无喧
嚣扰邻，高效净化设备默默运转，店内醒目
位置张贴着写有“文明用餐、降低噪音”的
提示牌。老田忙碌中带着笑意说：“虽然搬
远了点，但熟客都跟来了，新客也不少。感
谢法院帮我‘搬’出一条新活路！”

小噪声也关乎大民生。如何更好
地防治噪声污染，是一道社会治理必答
题。自云南省实现环境资源案件集中
管辖以来，昆明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始终
秉持“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着力解决
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用带着温
度与担当的“延伸服务”，让法治的刚性
与人文的柔性在每一个案件中充分融
合，努力守护人间烟火的和谐。

“感谢法官不辞辛苦地帮我们
调解，折腾了这么多年的事情终于
解决了！”近日，当事人汤晓钦专程
来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法官
黄清秀送上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

“人民好法官 人民好公仆”。此时
的汤晓钦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目光炯炯有神，一改往日的憔悴模
样。看到这一切，黄清秀感到特别
的欣慰。

6 年前，汤晓钦和好友小江、小
曾、小魏等人瞄准教培行业，合伙成
立了一家培训公司。大家满怀憧
憬，准备大创一番事业，但受相关政
策影响，公司经营持续亏损，小江等

人有了退股的想法。为了将公司维
持下去，汤晓钦找到老朋友阿春，出
于朋友情谊，阿春投入近 12 万元接
下了小江、小曾共 55%的股份；小魏
的股份则转给了汤晓钦。

由于原股东矛盾导致案涉场地
无法顺利完成交接，加上有许多家
长申请退学费，投入的钱很快就花
完了，新的培训业务无法开展。作
为 股 权 受 让 人 ，阿 春 既 无 奈 又 气
愤。几人不欢而散，培训公司也陷
入关停状态。

直到 2022 年，房东某地产公司
起诉该培训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
租 金 ，问 题 到 了 不 得 不 解 决 的 地

步。阿春、汤晓钦等人谁也不愿承
担租金，因此对簿公堂。

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培训公
司现股东阿春、汤晓钦承担租金及
利息等。为了推脱责任，几名当事
人之间相互诋毁，关系剑拔弩张，案
件从一审、二审，又到了再审，再审
此案的法官便是黄清秀。但此时，
该公司拖欠的房租及利息已经高达
60余万元。

案件开庭时，曾经无话不说的
好闺蜜之间爆发了激烈争吵，场面
一度失控。

黄清秀敏锐地意识到，该案一
审、二审的判决结论无误，但当事人
不愿意服判息诉。纠纷越拖着不解
决，支付的房租及利息总金额也会
越 滚 越 大 ，最 终 让 当 事 人 无 法 承
受。开庭后，黄清秀明确了让案涉
场地尽快交接、案件当事人尽快止
损的问题解决策略。

黄清秀为此多次与当事人进行
电话沟通。

“黄法官，这个事情已经扯了几
年了，家人天天跟我吵，怪我乱投
资，孩子还在准备中考，我真的撑不
住了。”电话那头，汤晓钦泣不成声，
沙哑的声音中满是积压已久的委
屈，“她们不仅算计我，还到处说我
的坏话……”

“租约到期后，你们没有及时搬
出商铺、完成交接，才让这笔场地占
用费越滚越大，事情已经发生了，逃
避不能解决问题，拖一天又要损失
几百元。”在电话里，黄清秀一边安
慰汤晓钦，一边为她分析现状。

十余次电话沟通后，汤晓钦逐
渐接受了需要承担租金的现实，可
面 对 高 额 的 支 出 ， 她 依 然 犹 豫
不决。

此时，房地产公司就该培训公
司拖欠租金一案申请强制执行，但
该培训公司账户上没钱，在执行不
能的情况下，房地产公司在短时间
内依然无法收回租金。

“如果租金有了着落，房地产公

司可否在金额方面让步？”黄清秀试图
寻找突破口，建议当事人与房地产公
司进一步沟通。

通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和解，
房地产公司同意在一次性支付的情况
下减免部分租金。得知总金额大幅下
调的消息，汤晓钦很快转变了态度，
还劝说股东阿春一同凑钱缴清欠款。

随着 30 万元租金一次性支付完
毕，汤晓钦等人均如释重负。这起持
续多年的合伙人纠纷终于完结了。

“ 法 官 不 仅 要 精 通 法 律 专 业 知
识，更要有良好的群众工作能力，既
要解‘法结’，更要解‘心结’。每一
个看似小的案件，对当事人来说都是
大事，只有俯下身子实实在在地站在
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才能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官的善意和司
法的温暖。”回到办公室，黄清秀轻
轻地将锦旗卷起，塞进了一旁的书柜
里。柜子里，还静静地躺着十余面锦
旗，它们无声诉说着一个个峰回路转
的暖心故事。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
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
标志性事件，在民营经济发展历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一分部署，九
分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能不能
产生预期的政治、法律、社会效果，
关键在于落实。

要运用要运用““小快灵小快灵””立法解决立法解决
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实中的实际问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实中的实际问
题题。。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了民营
经济的法律地位，将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
写入法律，强调民营经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
基础性法律，该法确立了民营经
济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原则，规定
的内容较为宏观，因此笔者认
为，需尽早出台实施细则，将原
则性的规定细化为具体的操作流
程和标准。例如，民营经济促进
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坚决遏制

“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
查封”等行为的立场明确，但行
政执法还可能存在某种旧有的

“惯性”。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妨碍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
措施，确保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
争的机会，必须明确各部门的职
责和失职必须承担的责任，以

“负面清单”等方式，让企业清
楚如何依据法律规定享受政策支
持，以及在权益受侵害时如何寻
求法律救济。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民营经济
发展的“定海神针”，要把这部法律
的精神落细落实，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
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贯彻实施民

营经济促进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
证善治，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措施的进一步配套。建议有关部门
研究细化配套措施，尽快出台实施细
则，把原则性的规定变成明白无误的
施工图，减少执行中的自由裁量空
间。如果在国家层面一时难以制定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细则，也可以
按照“小快灵”的立法原则，支持地方
制定配套措施。“小快灵”立法模式具
有切口小、周期短、形式灵活等特点，
有利于聚焦突出问题、重要任务和重
点工作，能够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做到及时、精准、管用、务
实、可操作。

要积极稳妥办理涉民营企业案要积极稳妥办理涉民营企业案
件件，，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我
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9%以
上，是保市场主体的重要对象，是保就
业的重要力量，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支撑。人民法院要针对中小微企
业的特点和产权保护中的重点问题，
着眼长远，着力当下，抓紧制定指导性
意见或判例，提高产权保护的精准
度。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
职能作用，切实肩负起民营经济促进
法正确实施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
审判责任，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对于涉企案件，要
在严格依法审判基础上，综合考虑案
件具体情况，从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
角度出发，依法作出恰当处理。例如，
有些民营企业之所以会走到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的歪路上，往往是源于银
行贷款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利息
高、风险大，民营企业家是明白的。按
照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在
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
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积极退赃退
赔”是定性描述，如何衡量仍然需要具
体把握，亟待出台定量化标准或者明
确退赔相应比例。

司法机关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
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不仅仅是化解
纠纷，而是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
人民法院必须坚决杜绝拖延立案、违
规不立案等问题。防止大型企业凭
借优势地位“以大欺小”，保障中小企
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严格区分
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
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持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
法律原则，严格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
诈骗、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参与兼
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正当经
营与违法犯罪等的界限，严格把握刑
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防止和纠正
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有效防范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司法。同时，对以往审理的涉及民营
企业案件，发现存在错误的，要以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启动再审程
序予以纠正，这不仅是对民营企业当
事人的司法救济，更是人民法院遵守
法律规定，以自我纠错维护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的实际行动。

要正确处理办案需要与最大限要正确处理办案需要与最大限
度降低对企业影响的关系度降低对企业影响的关系。。《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涉及
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
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这一
重要改革举措，对于保障和规范执法
机关实施强制措施，强化对人权的执
法司法保障和对产权的依法保护，具
有重大意义。办案过程中，对人身权
利进行限制和采取查封、扣押、冻结

措施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办案需
要”与严格守法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
厘清。只有办案机关严格依法采取
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失信惩戒措
施，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在以往的司法
实践中，滥用涉及公民人身权利的强
制措施，以及超权限、超范围、超数
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甚
至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
济纠纷现象，确有发生，对人民群众
的财产权益、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造成了不利影响。显然，必须严禁超
权限、超范围、超标的、超时限采取查
封、扣押、冻结措施，严格区分违法所
得与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
企业财产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
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善用“活封活
扣”措施，对于能“活封”的财产，尽量
不进行“死封”，使查封财产能够物尽
其用。精准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严格
区分“失信”与“失能”。及时核查清
理失信信息，依法依规做好信用修
复，让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企业重返
市场、创新创业。又如，在采取执行
措施时应当充分平衡各方当事人权
益、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在
能够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的情况下，
尽可能采取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影响最小的执行措施。

民营经济促进法贵在落实，难
点也在于落实。严格公正司法，狠
抓“九分落实”，是司法机关以高质
量司法审判工作支撑和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的具体行动。唯有做好“九
分落实”，民营企业才能实实在在地
吃到“定心丸”。民营经济促进法无
疑是宣言书，但唯有落实才能进一
步彰显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坚

定决心，为民营企业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这有助于民营企业家增强发展信
心，减少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从而更安心地投入到企业的长期发
展战略规划中，加大在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投
入，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利用要利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各
地律协的集体力量依法保护民营企地律协的集体力量依法保护民营企
业业。。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为民营经济组织维护合法权益
提供便利。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协调
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
务、人民调解、商事调解、仲裁等相
关机构和法律咨询专家，参与涉及
民营经济组织纠纷的化解，为民营
经济组织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
务。”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就明确要求从法律层面保护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
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的
法律服务，笔者建议律师行业尽快
研究建立相应机构，加强为民营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力量，并努力提
高服务水平。

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建立健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民营经
济组织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便利。这
为民营经济组织维护合法权益提供
了制度保障，也为律师依法提供法
律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和
地方层面都需要运用律师协会的集
体力量，研究民营经济法律保护中
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律师从规
范运营、权益保护、发展环境、推
进发展等方面，强化对民营经济的
法律保护。

2023年 12月 14日，边晓斌在某执
行案件现场勘查时因公殉职，年仅 49
岁。今年 7 月 10 日，他被光荣追授为

“全国模范法官”“江苏省优秀共产党
员”。这不仅是对一位殉职法官的缅
怀，更是对其毕生践行的“如我在诉”信
念的深刻致敬。笔者曾因采访与边晓
斌相识，他身上那股对当事人急难愁盼
感同身受的劲头，从不是挂在嘴边的漂
亮话，而是融进骨头缝里的习惯——29
年里，他的脚印深深浅浅印在田埂上、
车间里、百姓家的门槛边。

他用生命给所有司法者留下句实
在话：法官的心离群众有多近，司法的光
就能照进生活有多深。那份“站在当事
人立场”的通透绝非什么技巧，而是把别
人的难处当成自家的事，把群众的冷暖
揣进了怀里。

以换位之诚暖解民生痛楚以换位之诚暖解民生痛楚
“如我在诉”，是司法为民的具象表

达。边晓斌用实践诠释了司法的生命力
在于站稳群众立场，将心比心感知民生
冷暖，让法律条文成为纾解民困的工具。

宝能小学因债务停工时，边晓斌以
“上千个孩子上学不算急事，啥才算？”
撕开了机械司法的面纱：司法天平上，
既有债权债务的砝码，更有上千个家庭
对未来的期盼。他带队蹲守工地协调
各方，推动学校如期开学。这个案例的
价值远超个案本身，它揭示：当法律程
序与民生底线碰撞时，民生为大。

魏师傅工伤案中，生效判决因包工
头“跑路”成“白条”，病床上的他连基本
用品都买不起。边晓斌未止步于“已尽
程序”，而是筹款救助、蹲守找到责任
人。他的行动戳破一个误区：司法不是

“完成程序就交卷”的考试，而是“解决
问题才及格”的答卷。群众对司法的期
待，不在判决书写得多漂亮，而在难题
解得透不透；不在程序多规范，而在日
子过得顺不顺。

司法实践中有过这样的倾向：把
“按程序走”当作终点，却忘了“解群众
难”才是初心；把“引法条准”视为能耐，
却淡了“让百姓懂”才是本职。于是，“中
立”成了隔岸观火的借口，“专业”成了拒
人千里的壁垒，司法本该有的温度，在条
文的褶皱里渐渐冷却。边晓斌的实践，
恰恰是给这种惯性破题：司法的“中立”，
从不是站在云端的冷眼旁观，而是蹲在
泥土里的不偏不倚——既护着法律的
底线，也托着民心的底线；司法的“专
业”，从不是搬弄术语的炫技，而是拆解
难题的智慧——能用群众听得懂的话
讲清法理，能用接地气的招化解矛盾。
他的“如我在诉”，说到底是让司法归
位：法官不是法律条文的“传声筒”，不
是程序流程的“打卡机”。这场重构的
意义，正在于让司法重新对准民心的坐
标——法律的生命力，从来不在纸页上
的墨痕里，而在群众舒展的眉头间。

由个案破局织就制度经纬由个案破局织就制度经纬
“如我在诉”的更高价值，是将共情转化为推动系统解

决问题的动能。边晓斌的行动哲学是：不满足于“解决一个
案”，更追求“理顺一类事”；不止步于“个案正义”，更着力于

“系统治理”。这种从点到面的突破，彰显司法参与社会治
理的效能。

魏师傅工伤案后，边晓斌发现仪征 8万“小五匠”因无保
险合同，普遍面临“出事赔不起”的困境。他算清“每起事故
12万元救助成本”的账，推动建立“三方共担”意外险制度，
实现从“救一人”到“护一群人”的跨越。这揭示“如我在诉”
的行动逻辑：法官既要当“灭火队员”，更要做“防火员”，从
个案止损走向系统避险。

国裕船厂破产案中，边晓斌突破“破产即清算”思维，聚
焦 258个家庭生计，设计“短期租赁保产能—重整拍卖提价
值”路径，将龙门吊估值从 300万元增至 870万元，推动企业
重生。这展现司法实践的本质：以专业能力在法律框架内，
找到“资产保值”与“民生保障”的平衡点，让“如我在诉”既
有共情温度，更有破局力度。

这种行动哲学打破了“司法只负责裁判”的边界。司法
从不是社会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边晓斌证明：法
官站在纠纷一线，最能发现制度漏洞与治理盲区。从个案提
炼共性问题，用司法建议推动政策完善，用调解方案促进规则
优化，是司法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方式。他推动的保险
制度、劳务派遣调解方案，都是司法参与治理的样本——不
是越位干预，而是缺位补位；不是代替行政，而是衔接治理。

凭初心纯粹淬炼本领精进凭初心纯粹淬炼本领精进
“如我在诉”的落地，离不开纯净初心与硬核本领的双

重托举。没有初心，“换位思考”会变味；没有本领，“如我在
诉”会落空，二者如同车之两轮。

初心是“换位”的压舱石。边晓斌与家人定“四不铁
规”：不收钱物、不接请托、不过问案情、不在家见涉案人。
一件衬衫穿到褪色，一双鞋磨破鞋底，却常自掏腰包帮助群
众。工人拉鞭炮致谢，他笑拒“合个影就行”。这份干净，让

“如我在诉”有底气——群众信其无私，企业服其公正。司
法公信力的底色是法官的底色，初心不纯则“换位”易变味，
边晓斌的清廉是其不褪色的保证。

本领是“行动”的发动机。推动“小五匠”保险，他用数
据说服各方，源于对治理逻辑的通透；援疆时优化规则，让
当地法院质效跃升，源于对制度建设的精准。他的“做，才
是答案”，是用专业解难题、用智慧找出路，而非蛮干。

初心与本领的结合，是“如我在诉”的完整形态。有些
干部有初心没本领，想做事却做不成；有些有本领没初心，
能做事却不愿做。边晓斌的珍贵，在于既有“想为群众做
事”的热肠，又有“能做成事”的硬功。这份“又红又专”，让
他的“如我在诉”既有温度，又有力度；既得民心，又合法理。

纪念边晓斌，核心在于将他的“如我在诉”淬炼为司法
基因与行动方法；不是把“如我在诉”当口号，而是当方法；
不是当事迹传，而是当制度建。要让“深入群众”从“个人自
觉”变成“职业要求”，将“源头治理”从“个人追求”变成“考核
导向”，把“廉洁专业”从“个人品质”变成“行业标配”。

“如我在诉”的深层意义，在于回答“司法为了谁”。边晓
斌用生命作答：为了魏师傅家不再缺尿不湿、为了孩子们有
学上、为了“小五匠”敢干活、为了每个普通人过得踏实体面。

当千万法官都能如此，司法必将成为群众最坚实的依
靠、最温暖的港湾。这，才是穿越时空，对边晓斌最深沉、最
有力、最永恒的告慰。

图为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生
态环境审判庭法
官黄清秀 （中）
在给当事人做调
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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