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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微短剧 《法官的荣耀》 以
山东沂源的乡土法治图景为载
体 ， 结 合 真 实 采 风 素 材 ， 将

“ 小 事 不 出 村 、 大 事 不 出 镇 、
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智慧
巧妙融于五个极具代表性的基
层“小案”之中，展现出法槌
声里的司法温度，碰撞出司法
理性与乡土伦理间的火花。这
部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山
东广播电视局指导，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协助拍摄的作品，
既是基层法官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的生动注脚，也是法
治中国建设与乡村振兴同频共
振的鲜活见证。

生动鲜活的乡土法治实践

剧中，村民李建国的牛犊
误入村主任王永兴家中，王永
兴明知牛犊不是自己的，却拒
不归还。李建国多次索要，不
仅没有要回牛犊，还受到其他
村民的质疑，背负了“讹牛”
的污名。

李建国因此将王永兴告上
法庭，为了证明牛犊是自己家
的，他坚持凑钱也要给牛犊作
DNA 鉴定。老法官张志民看懂
了 这 份 坚 持 背 后 对 声 誉 的 维
护、对公道的追求，不仅协助
李建国减免鉴定费用，更通过
公 开 巡 回 审 判 让 村 民 全 程 见
证 ， 彻 底 洗 刷 了 李 建 国 “ 讹
牛 ” 的 污 名 ， 维 护 了 他 的 声
誉，并最终判决由王永兴赔偿
鉴定费用。

如果说争牛案让观众看到
了法官如何通过巡回审判就地
化解矛盾，为群众讨回公道，那

么售卖假烟案则让观众直观感
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村口小卖部店主廖大强因
售卖假烟搅黄了同村人的婚礼
被告上法庭，原告要求他赔偿
损失。张志民在走访时敏锐发
现廖大强家中弥漫着浓烈的中
药味，正值炎夏，家里却连一
台电风扇都没有。经过深入调
查，张志民和法官助理林子涵
得知廖大强铤而走险是为了给
罹患尿毒症的妻子治病。

张志民积极促成原告与廖
大强达成和解，并主动帮助廖
大强申请救助资金，为陷入困
境的他解了燃眉之急。而淳朴
的 乡 亲 们 也 没 有 对 此 袖 手 旁
观，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廖大
强募集赔偿金。司法温情与乡
邻善意在此交汇，展现了乡土
社会最本真的守望相助。

从 争 牛 案 到 售 卖 假 烟 案 ，
该剧通过描绘法官“骑着摩托
背着国徽办案”的温情细节，精
准勾勒出基层司法工作者践行

“ 小 事 不 出 村 ”理 念 的 真 实 图
景。正如张志民所说：“这一件
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案子，在
这个农村，就是大案要案”“我
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
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
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
公道。”这正是“枫桥经验”的实
践价值所在——让良法善治真
正成为托举人间烟火、滋养乡
土正义的坚实根基。

亲切真实的法官形象塑造

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设计
也颇具用意。该剧并未将法官
塑造成脱离乡土现实的“正义
超人”，反而通过去符号化的
人物形象与情节设计，塑造出

“接地气”的法官形象，揭示

出“枫桥经验”的终极密码——
最有力的正义，永远生长在泥土
里，传递着人的温度。

老法官张志民就是一本行走
的“枫桥教科书”，他不仅对法律
法规烂熟于心，能精准把握裁判
尺度；更摸透了邻里间的牵绊纠
葛，洞察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
对法理的通透与对乡俗的深谙，
融成了化解基层矛盾的智慧。在
赡养案中，面对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的兄弟俩，他引入遗赠扶养协
议 ， 将 赡 养 义 务 与 财 产 分 配 关
联，若兄弟二人不尽孝，老人有
权指定第三人继承遗产，保障了
老人自主处分身后财产的权利。
在孤女抚养权争议案中，他通过
设立独立账户，由当地民政部门
代管孤女父亲留下的遗产，阻断
了觊觎财产的亲友借收养之名行
侵占之实，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而大学刚毕业的法官助理林
子涵，虽然略显青涩，但充满热
情、富有正义感。在赡养案中，
面对拒绝赡养老人的兄弟俩，她
义愤填膺，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及时普及法律知识，鼓励
老人依法维权。

在张志民的言传身教下，林子
涵逐渐成长为一名懂得运用法律
智慧传递力量的成熟乡村法官。剧
集结尾，林子涵“田间地头，风里雨
里，哪里需要法律的公正，我们就
去哪里”的感悟，生动诠释了群众
需求在哪里，司法服务就延伸到哪
里的实践真谛。她的成长过程，既
是个人在“传帮带”中蜕变为履职
尽责法官的真实写照，也是现实中
无数新手法官经历实践磨砺，实现
自身成长的生动缩影。

微短剧赋能的普法宣传创新

《法官的荣耀》以微短剧形式开
辟了普法新路径，以年轻化表达刷新
了公众对普法作品的认知。相较于
传统长剧，其单集只有 15 分钟，精
准适配移动端观众的碎片化观看习
惯，并以高密度的戏剧冲突吸引他
们停留。借助这种“快节奏+强共鸣”
的特点，遗赠扶养协议、收养子女年
龄限制等法律知识得以高效普及。

更值得称道的是，该剧将镜头
深扎田间地头，通过扎根乡土的写
实表达，还原极具烟火气的司法图
景：在杂货铺货架旁调解纠纷的法
官、柴火垛上悬挂的庄严国徽、搬
着小马扎围坐旁听巡回审判的村
民……这些“接地气”的画面，配上
带着乡音的对白，将法官的工作日
常融入了真实可感的生活场景中，
拉近了观众与法官的距离。

这种“沉浸式普法”的效果立竿
见影。观众纷纷在评论区和弹幕中
留下“原来法律可以这么有趣！”“给
法官点赞！”“采用有温度、有力度、
有人情味的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很有普法和教育意义”等真挚反
馈。此外，他们还在评论中自发接
力普法，形成观众参与的法治对话。

剧集最后，当镜头掠过马背
上 的 国 徽 、 横 跨 索 道 的 法 院 干
警、山巅之上的巡回法庭……这
些无声的画面仿佛都在诉说：最
好的普法是让法律如清风拂过山
野、如小径延伸田埂，自然而然
地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间。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人民法院）

“枫桥经验”映照下
乡土法治实践的生动呈现

——评微短剧 《法官的荣耀》

□ 朱玉雯

《法官的荣耀》剧照。 资料图片

深刻理解红色法治基因的丰富内涵
□ 谢志民

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1928 年中共六大通过的 《苏维埃
政 权 的 组 织 问 题 决 议 案》 指 出 ：“ 苏
维 埃 政 权 之 正 确 的 组 织 ， 是 要 以 党
的 坚 固 的 指 导 为 条 件 的 。” 1942 年 9
月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通 过 的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统 一 抗 日 根 据 地 党 的 领 导
及 调 整 各 组 织 间 关 系 的 决 定 》 强
调 ， 党 “ 应 该 领 导 一 切 其 他 组 织 ，
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即立法工
作 由 中 国 共 产 党 统 领 ， 通 过 法 定 程
序 将 党 的 政 策 、 主 张 转 化 为 具 体 的
法 律 、 法 规 。 坚 持 党 对 立 法 工 作 的
领 导 ，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以 来 立 法
工 作 的 一 项 基 本 原 则 。 苏 维 埃 政 权
组 织 形 式 是 “ 议 行 合 一 ” 的 工 农 兵
代 表 大 会 制 ， 所 谓 “ 议 行 合 一 ” 即
立 法 权 与 行 政 权 同 属 一 个 最 高 权 力
机 关 。 1927 年 11 月 颁 布 的 《江 西 省
苏 维 埃 临 时 组 织 法》 指 出 ，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机 关 的 组 织 是 三 权 （立 法 、
行 政 、 司 法） 鼎 立 ， 而 无 产 阶 级 国
家 的 组 织 则 是 一 切 政 权 归 苏 维 埃 。
1931 年 10 月 颁 布 的 《湘 赣 苏 区 各 级
苏 维 埃 政 府 暂 行 组 织 法》 规 定 ， 全
省 工 农 兵 代 表 大 会 和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之 最 高 权 力 机 关 的 职 权 之 一 是 “ 议
决及改订一切法令及政纲”。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27 年
间，以党内法规和工农运动立法为重
心。1927 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各革命
根据地在土地、劳动、刑事、经济立
法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中央层面的法律
法规 120 多件，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
上千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苏维埃法
律体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
了一批法令、条例、办法等，边区立
法与法制建设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
展。华北人民政府先后颁布法律法规
200 多件。

司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1923 年 5 月，安源路矿
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设立，这是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司 法 工 作 的 最 早 尝 试 。
1927 年 4 月，湖北省黄安县 （今红安
县） 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七里
坪革命法庭，被称为“中国革命第一
法 庭 ”。 1928 年 1 月 ， 江 西 遂 川 县 工
农兵政府设立裁判部，负责侦察、逮
捕、审判、调解民事纠纷等工作。此
后 ， 各 革 命 根 据 地 苏 维 埃 政 权 省 、
县、区、乡各级开始普遍设立裁判部
或司法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
比较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并培养造
就 了 一 支 司 法 干 部 队 伍 。 1941 年 5
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颁布的 《对
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 规定了边区的
司法制度。 1948 年 9 月，华北人民政
府发布通令，规定各行署司法机关一
律 改 为 “ 人 民 法 院 ”， 并 确 立 一 般 案
件二审终审原则。

从苏区工农民主政权到抗日民主
政权，再到解放区民主政权，中国共
产 党 在 复 杂 多 变 的 革 命 斗 争 形 势 下 ，
将时代要求、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利
益融入立法与司法工作中，党的领导
是 革 命 根 据 地 法 制 建 设 的 根 本 保 证 ，
是红色法治基因之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执政之基，执政是为了人
民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宪 法 大 纲》

确 立 的 国 体 和 政 体 ， 保 障 了 劳 苦 民
众 能 够 参 与 国 家 政 权 的 管 理 ，“ 苏 维
埃 全 部 政 权 是 属 于 工 人 农 民 红 军 兵
士 及 一 切 劳 苦 民 众 的 ”。 以 陕 甘 宁 边
区 为 代 表 的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实 行 普 遍
的 民 主 制 ， 人 民 群 众 参 政 议 政 ， 监
督政府工作。

革命根据地立法充分体现了立法
为民的原则。以土地法为例，土地问
题是中共领导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之
一 ， 1921 年 7 月 ， 中 共 一 大 通 过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个 纲 领》 就 指 出 ，
要 “ 消 灭 资 本 家 私 有 制 ， 没 收 机 器 、
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
社 会 公 有 ”。 从 《井 冈 山 土 地 法》

（1928 年）、《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土 地
法》（1931 年） 到 《中 国 土 地 法 大
纲》（1947 年），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对如何分配土地和土地
所有权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再以劳动
法 为 例 ， 从 《劳 动 法 案 大 纲》（1922
年）、《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劳 动 法》

（1933 年）、《晋 西 北 工 厂 劳 动 暂 行 条
例》（1941 年） 到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关 于 处 理 劳 资 关 系 问 题 的 三 个 文 件》

（1949 年），这些法律法规一以贯之的
精 神 ， 就 是 从 劳 动 时 间 、 工 资 待 遇 、
社会保险与抚恤等方面维护工人的切
身利益。

司法为民是革命根据地人民司法
与旧式司法的根本区别。苏区司法经
常深入群众，创造了巡回审判、人民
调 解 等 独 具 特 色 的 审 判 方 式 ， 例 如 ，
1932 年，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两
次前往瑞金白露、合龙两村，现场调
解，妥善解决了两村争水案。陕甘宁
边 区 创 建 了 “ 马 锡 五 审 判 方 式 ”。 革
命 根 据 地 司 法 工 作 注 重 倾 听 群 众 意
见 、 尊 重 民 情 民 意 、 了 解 群 众 需 求 ，
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在苏维埃的选举运动中，特别注
重 解 决 群 众 在 生 活 中 的 实 际 困 难 。
1933 年 ， 江 西 内 务 部 指 示 ： 提 案 的
内 容 要 充 分 体 现 群 众 对 自 己 的 生
活 、 对 政 府 的 法 令 政 策 、 对 革 命 战
争 的 意 见 。 兴 国 城 冈 区 的 选 举 运 动
中 ， 根 据 群 众 提 案 ， 城 冈 乡 、 小 获
乡 、 白 塘 乡 共 增 修 小 桥 六 座 、 县 路
十 里 。 在 1933 年 选 举 运 动 中 ， 中 央
苏 区 各 地 政 府 根 据 群 众 的 提 案 ， 修
路 修 桥 、 修 建 学 校 、 建 立 合 作 社 组

织 、 优 待 红 军 家 属 等 。 苏 维 埃 选 举 实
践 证 明 ： 民 心 是 最 大 的 政 治 。 人 民 性
是 革 命 根 据 地 法 制 建 设 的 根 本 属 性 ，
是红色法治基因之源。

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

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
了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探索。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宪法大纲
确 立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局 部 执 政 的 制 度 根
基，即有别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
政 治 制 度 和 经 济 制 度 。 1941 年 11 月 颁
布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规定，中
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群众团体按照“三
三 制 ” 组 织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 1948 年 8
月 ，《华 北 人 民 政 府 施 政 方 针》 确 立

“民主建政的基础”，建立起各级人民代
表会议。

苏区时期，中央层面法律法规及各
革命根据地地方性法规，为中华苏维埃
共 和 国 国 家 治 理 法 治 化 提 供 了 法 律 保
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建设、经
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伟大
的实践探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等
抗 日 民 主 政 权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法 律 法 规 ，
包 括 《陕 甘 宁 边 区 县 政 府 组 织 暂 行 条
例》（1941 年）、《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
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1943 年） 等，确
保政府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政府行为受
到法律的规范。

从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宪 法 大 纲》
（1931 年）、《陕 甘 宁 边 区 施 政 纲 领》
（1941 年） 到 《华 北 人 民 政 府 施 政 方
针》（1948 年），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
依宪治国的理念，一直薪火相传。

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蕴含的红色法
治基因，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不断健全、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学习、理
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法律系）

魏 文 帝 曹 丕 （187 年 —226 年），
字 子 桓 ， 沛 国 谯 县 （今 安 徽 省 亳 州
市） 人 。 三 国 时 期 政 治 家 、 文 学 家 ，
曹魏开国皇帝，魏武帝曹操之子。

曹丕作为曹操长子，自幼便受到
良 好 的 儒 学 教 育 ， 其 流 传 于 世 的 名
文 《典 论 · 论 文》 开 篇 写 道 ：“ 盖 文
章 ， 经 国 之 大 业 ， 不 朽 之 盛 事 。” 其
巧 妙 地 将 为 文 与 为 政 相 结 合 ， 展 现
了 杰 出 的 才 华 。 曹 丕 称 帝 后 ， 深 知
新 朝 初 立 只 有 实 施 顺 应 民 心 之 策 ，
才 能 迅 速 实 现 社 会 安 定 ， 因 此 ， 他
一 开 始 就 采 纳 贤 臣 陈 群 等 人 的 提
议 ， 明 律 例 ， 议 轻 刑 ， 与 民 休 息 ，
使 得 魏 国 之 初 的 经 济 与 国 力 得 到 极
大恢复。

曹丕所作 《议轻刑诏》 的核心就
是 要 落 实 与 民 休 息 政 策 。 曹 丕 即 位
后，为求得国内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
境，于黄初五年多次下发赦免囚犯的
命令，这篇诏书即因此而产生。该诏
书不足 90 字，却充分体现了曹丕的治
国理政思想。

第 一 ， 治 国 之 法 应 简 明 划 一 。
《议 轻 刑 诏》 开 头 写 道 ：“ 近 之 不

绥 ， 何 远 之 怀 ？ 今 事 多 而 民 少 ， 上
下 相 弊 以 文 法 ，百姓无所措其手足”

“ 昔 太 山 之 哭 者 ， 以 为 苛 政 甚 于 猛
虎 。” 其 大 意 为 ， 近 处 的 人 不 能 安
抚，如何能安抚远方的人呢？如今政
事繁多而人口数量较少，官吏以繁多
的律法来欺骗百姓，百姓不知道该如
何来适应这些规定。当年在泰山脚下
痛哭的人，认为残暴的统治与苛捐杂
税甚于猛虎。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
军阀混战，使得土地大量荒芜，人口
锐减。特别是东汉末年，朝廷被军阀
轮番控制，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为
了 盘 剥 百 姓 ， 又 创 制 出 很 多 的 律
法 ， 百 姓 被 盘 剥 得 一 无 所 有 ， 最 后
只能流离失所。

曹丕目睹百姓流离失所之苦，提
出 了 国 内 不 安 定 ， 怎 么 来 安 抚 远 方
的 疑 问 。 于 是 采 纳 贤 臣 何 晏 等 人 的
建 议 ， 提 出 统 治 者 必 须 顺 应 自 然 ，
受 自 然 支 配 ， 即 “ 载 之 以 大 道 ， 镇
之 以 无 名 ”， 做 到 “ 崇 本 以 息 末 ， 守
母以存子”。

曹丕认为，律法的制定应该简明
划 一 ， 删 除 那 些 重 复 的 、 晦 涩 的 条
文，使之简明易懂。律法只是治国的
手段，而非目的，治国的目的是使四
方百姓服膺归顺，安居乐业。曹丕还
认为，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
除了战争以外，还在于老百姓身上的
苛捐杂税太多，因此，要践行无为而

治的国策，给老百姓减负，要厉行轻
徭薄赋之策，逐渐恢复民力。在陈群
等人建议下，曹丕吸取了无为而治的
精华，强调君主的无为，“故从事于道
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即国家
对百姓之事不要过多去干预，让其按
照自然规律自然发展。

第 二 ， 圣 人 宗 法 伦 理 必 须 遵 从 。
曹 丕 在 《议 轻 刑 诏》 中 继 续 写 道 ：

“ 吾 备 儒 者 之 风 ， 服 圣 人 之 遗 教 ， 岂
可 以 目 翫 其 辞 ， 行 违 其 诫 者 哉 ？” 意
思为，我具有儒者之情操，敬佩圣人
之遗教，难道可以在表面上奉承而在
行为上违反圣人之告诫吗？这句话表
明了曹丕尊古人之训，效法孔孟之道
的 初 心 ， 体 现 了 曹 丕 的 “ 礼 法 观 ”，
本质是以礼为法。

曹丕认为，圣人之教，无非礼法
二字，礼统领祭祀各环节而成为社会
准 则 ， 礼 所 不 及 的 则 归 入 刑 法 范 畴 ，
礼注重教化，刑注重惩戒，二者共同
构 成 社 会 统 治 体 系 与 准 则 。 曹 丕 强
调 ， 正 确 的 “ 礼 法 观 ” 需 要 言 行 合
一，对圣人之教要内心确信，行动上
也要紧跟不离。作为一国之君更要言
行一致，士大夫也要按照圣人的教诲
行事，言必信，行必果，不能为了所
谓的虚名政绩而损害百姓之利。

第 三 ， 制 定 刑 罚 得 宽 缓 适 中 。
《议 轻 刑 诏》 最 后 写 道 ：“ 广 议 轻 刑 ，
以 惠 百 姓 。” 大 意 是 ， 接 下 来 要 广 泛

讨论减轻刑罚之事，从而使百姓得到恩
惠。曹丕在此提出要讨论刑罚内容，使
之趋向轻刑化。他认为刑法应该是用来
保护百姓的，而不是用来损害百姓利益
的。应效法圣人之训，尧舜之所以实施
轻刑，主要是保臣民性命，可以说，后
世统治者虽然也提倡轻刑，但是都没有
尧舜时期落实得好。

在 曹 丕 看 来 ， 减 轻 刑 罚 以 保 全 百
姓性命，这才是流传万世的良法。要想
国家长治久安，就不可以严法重刑。因
此，曹丕执政后，积极推动律法的修订
和完善。他命陈群等大臣制定 《魏律》，

《魏律》 对 《汉律》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 《魏律》 将 《法经》 中的“具律”改
为“刑名”，置于律首，“具律”相当于

“ 刑 法 总 则 ”， 包 括 定 罪 量 刑 的 基 本 原
则 、 诉 讼 程 序 等 ， 开 创 总 则 前 置 体 例 ，
使法典结构更具逻辑性。同时，还对一
些罪名和刑罚进行了删减与调整，使其
更加细化和明确，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轻
刑化的特点。

生于动荡年代的曹丕，冷静地观察
社 会 发 展 变 化 ， 执 政 魏 国 之 后 ， 寻 求
到 了 振 兴 国 家 的 良 方 ： 无 为 而 治 ， 效
法 自 然 ， 珍 惜 民 力 。 治 国 之 法 应 简 明
划 一 ， 圣 人 宗 法 伦 理 必 须 遵 从 ， 制 定
刑 罚 须 宽 缓 适 中 ， 这 样 ， 百 姓 才 会 安
居 乐 业 ， 社 会 才 能 和 谐 稳 定 ， 国 家 才
会兴旺发达。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红色基因
的传承，对传承红色基因多次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
示。2023 年 2 月“两办”印发
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
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再
次强调要加强革命根据地法制
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
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

笔 者 认 为 ， 新 民 主 主 义
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特别是
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蕴含
着 红 色 法 治 基 因 的 初 始 密
码：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
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

从曹丕《议轻刑诏》说起
□ 郭恩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