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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志锋

　　农闲年节，正是普法好时机。

　　前不久刚获得“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的魏彦

坤，马不停蹄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始了又一轮

的普法之行。

　　在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市司法局法治调研督察

科科长魏彦坤有个老区新“巧儿”的绰号，不仅仅因为她

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普法，还打造了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

“巧儿说法”多媒体普法品牌，让法律知识源源不断地“飞

入寻常百姓家”。

　　在魏彦坤和市司法局的辛勤努力下，庆阳市先后

获得“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城市”、全国“六五”普法

中期先进城市等称号，魏彦坤本人也获得了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法治宣传教育模范个人、全国“六五”普

法中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抓创新 在特色上亮起来

　　庆阳是革命老区，也是“刘巧儿抗婚案”的发生地，

红色法治文化底蕴深厚。

　　2014年3月的一天，时任市司法局普法科科长的魏

彦坤到“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家去走访，在忆往思今

的交流中，她萌生了挖掘红色法治文化资源，打造新时

代普法宣传品牌的想法。

　　于是，她带领普法团队巧借“刘巧儿抗婚案”这一

红色法治故事，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免费便捷、互动性

强、传播面广的特点，创办了名为“巧儿说法”微信普法

平台在全市推广。该平台每天发布一期，选取公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疑点法律问题，引用鲜活生动的典型案

例以案说法，并邀请公益律师在线提供专业咨询，形成

良性互动，备受干部群众广泛关注。

　　为不断扩大“巧儿说法”的影响力、感染力，她建议

市司法局聘请“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老人代言，制作“巧

儿说法”公益片通过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形成了多媒体

普法的集合效应。

　　7年来，“巧儿说法”共推出2520余个典型案例讲解

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并在庆阳市传统主流媒体和

10多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发。

　　2018年9月，“巧儿说法”通过国家商标总局认证，

真正打造成为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具有较大影响的多

媒体普法品牌。

增温度 在形式上活起来

　　在打造“巧儿说法”品牌的同时，魏彦坤不断探索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普法实践之路，让普法形式更为

活泼，让普法内容更有温度。

　　在线上，她顺应新媒体时代群众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组织力量创建了庆阳司法网、印象庆阳网两个普法网站，

开创了“互联网+”法治宣传新局面。

　　任普法科长的5年间，她主导的印象庆阳网已成为

当地党委、政府疏导舆情、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先后

疏导舆情890多起，协调解决网上反映的矛盾纠纷上

千件。

　　针对每年干部职工法律知识考试环节多、行政成

本高等问题，她组织人员自主研发了法律知识网上在

线考试系统，在全省率先实现网络在线考试，节约行政

成本400多万元。

　　为倡导婚嫁新风，抵制天价彩礼，她组织拍摄了法

治微电影《婚殇》，网上点击量突破百万，并在“平安中

国”微电影大赛中获奖。

　　为带给群众网上普法新体验，她组织开发了“庆阳

市网上法治教育基地”，运用3D等新媒体技术，打造了

全省首家集音频、视频、图片、文字、动漫一体的网上虚

拟普法展馆。

　　她策划新建了“庆阳市普法教育直播平台”，推出

了“巧儿说法”语音版，让“巧儿说法”真正成为群众身

边有温度、可感知的法律顾问。

　　在线下，魏彦坤带领普法团队创办的《庆阳普法》

报，“七五”普法期间累计编发130余期、发行200多万

份，成为大家学习法律的“随身带”。她还指导组建“巧

儿说法”普法宣传队，举办“巧儿说法”大讲堂，搭建起

群众寻求法律帮助的桥梁。

筑厚度 在内涵上实起来

　　魏彦坤自幼受到南梁革命精神的熏陶，血液里始

终流淌着红色基因。

　　在创新普法实践中，她深思践悟，理性思考，组织

开展“巧儿说法”课题研究，深化红色法治文化研究，推

动庆阳革命老区红色法治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

发展。

　　庆阳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诞生地。从2017年开

始，魏彦坤就提出依托南梁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马锡五

审判方式陈列馆、刘巧儿故居等资源，在南梁打造全国

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的建议，由她主笔草拟形成了《南梁

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方案》，得到了各级领导和

法学专家的认可。

　　“在南梁创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具有十分重

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魏彦坤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方面，可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司法档案进

行抢救性整理和保护；另一方面可全面展示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法治建设史和革命老区法治发展史，让广

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接受红色法治教育，传承红色法治

基因，树牢新时代法治信仰。她为此撰写了题为《传承

红色基因 铸牢法治初心——— 陇东红色法治文化及现

代启示》的论文，在2019全国“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论

坛上荣获三等奖。

　　据悉，经多方努力，南梁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建

设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魏彦坤，
老区新“巧儿”善普法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斯琴·瓦里斯

　　一年调解交通事故纠纷700余起，算下来，平均

每天调解两起，全年无休……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乐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蒋星

卫2020年的成绩单。

　　“蒋调解员，我在行驶过程中遇到骑马的阿某，

马受惊后撞到我的车，造成车门凹陷，阿某也从马上

摔下受伤，交警部门说无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我该

怎么办？”在位于博乐市交警大队一楼的道路交通事

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蒋星卫像往常一样，正在调解市

民周某遇到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博乐市辖区有6个乡镇，牧民骑马上路的现象很

常见。对于此类纠纷，蒋星卫有妙招，他有条不紊地

说：“阿某赔你修车钱，你负责阿某的医药费。如果你

的车是全险，医药费由保险公司出。”周某接着问：

“保险公司需要我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蒋星卫说：

“这起事故关系到机动车和牲畜，交警部门无法给牲

畜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我可以出一份调解书。”不

到半小时，周某带着调解书满意离开。

　　今年68岁的蒋星卫曾是一名法官。2011年10月1

日，博乐市在该市交警大队率先成立第一个行业性

人民调解组织——— 博乐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

员会，蒋星卫主动请缨，带领另两名调解员负责调解

工作。

　　“我在法院工作了30多年，很多博乐人都知道

我，大家有事都愿意找我聊聊。”蒋星卫告诉记者，在

调委会工作以来，他和同事已经依法调解8000余起

交通事故纠纷案，调解成功率达96.16%。

　　博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李明

说：“蒋星卫采用调解的方式化解交通事故纠纷，他

的一些方法不仅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还缓解

了交警部门的工作压力。”

　　蒋星卫性格温和。采访中，记者看到他在接待当

事人时，总是神情专注地倾听，然后耐心疏导，仔细

记录。在他的引导下，大多数当事人都能心平气和地

接受调解。

　　“蒋调解员，现在找交警部门，他们会管吗？”

  “管，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你得及时报案，避免

麻烦。”陈某一脸愁容地来找蒋星卫。一个月前，他在

博乐市某路段被其他车辆追尾。当时，两人私下解决，商量各自修车等

保险公司赔付。陈某说：“我修车花费8000多元，但保险公司要我提供交

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才予以理赔。”

　　蒋星卫说：“像这种情况，交警部门会把保险公司请到现场，核实你

的车辆到底是不是追尾造成的，经过相关调查后，才能开具事故责任认

定书。”

　　虽然蒋星卫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调解经验，但他依然抓

紧业余时间，认真学习道路交通事故纠纷适用的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司

法局及其他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调解技能。

　　记者在调委会办公室看到，墙上挂满了一面面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面对群众的认可，蒋星卫说：“今后，我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依法办事，

以人为本，认真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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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维博

　　“对待戒毒学员我们要以情感化、用心帮扶，平时

多留心观察、勤跑腿……”1月8日，河南省女子强制隔

离戒毒所第四大队的工作微信群里，在北京接受腰椎

手术治疗的大队长朱明明发来了语音，指导大家工作。

　　2020年12月6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布

“最美公务员”评选结果，朱明明入选。从北京领奖

回来后，朱明明因长期腿疼，到医院做了一次体检。

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腰椎椎管内有肿瘤，医生建议

立即手术。

　　“明明从来都是勇挑重担，不叫苦不喊累。直到这

次体检，我们才知道，为了缓解腿疼，她已经偷偷吃了

近一年的止痛药。”所政委贾美丽告诉记者。虽然医生

已告知朱明明病情的严重情况，但是为了不耽误工

作，她希望能保守治疗。后来在家人、领导的劝说下，

她才决定到北京进行手术。

　　“要不是朱队，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是她帮我重燃

活下去的希望，让我相信自己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戒毒学员张某说。

　　张某今年65岁，刚因吸毒被收戒时，情绪非常低

落。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即使改过自新也不会再过

上好生活。朱明明发现了她的异常，开始找她谈心，鼓

励她战胜心魔。生活中，朱明明像女儿一样关心张某，

给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张某更多照顾。

　　“你不能这样消沉下去，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回去

团聚。”“你的同龄人都在外面快乐地跳广场舞，你不

想试试吗？”一句句暖心的话语，终于融化了张某心中

的坚冰。

　　“我一定会战胜毒魔，重新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张某说。

　　刘某今年17岁，在同学的蛊惑下染上毒瘾，两年

前被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

　　刘某误入歧途后，其父母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并

打算和她断绝关系。缺少父母关爱，刘某再次步入社

会容易重蹈覆辙。为帮助刘某走上正道，朱明明多次

到刘某家中，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接纳刘

某。最终，朱明明的爱心和热心感动了刘某父母。前不

久，刘某期满离所，在戒毒所大门口见到了多年未见

的父亲。刘某和父亲紧紧握着朱明明的手，流下了

泪水。

　　“每次看到离所的学员能够积极面对以后的生

活，我都感到身上有无穷的力量。我要继续坚守这片

阵地，帮助更多的人。”朱明明说。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20年年初疫情期间，场所启动最高勤务等级，

要求大家“一站到底”。部分干警因无法照顾家人流下

了愧疚的眼泪。朱明明顾不上自己也是年迈双亲的女

儿、年幼孩子的妈妈，鼓励大家重整士气，努力工作，

坚决捍卫场所安全。她带头在封闭区写下“军令状”：

“疫情不除，我们不退！”在朱明明的带领下，大家纷纷

在“军令状”上郑重地摁下红指印。

　　在封闭执勤的64天里，朱明明是所有干警的“主

心骨”。她帮大家消化负面情绪、缓解压力，同时还承

担着场所消杀、内外联通等相当于日常工作3倍的工

作量。“我们隔离区的饭是统一送到门口的。每次，朱

队都是第一个到门口维持现场秩序、招呼没来吃饭的

干警赶紧吃饭，而她自己总是最后一个去领饭，几乎

没吃过一口热饭。”回忆起这个细节，同事郭清芬还是

很感动。

　　2018年，司法部在全国推广建立全国司法行政统

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朱明明所在的四大队承担起生

理脱毒区、教育适应区、回归指导区的管理和运行重

任。“学员刚入所时，心理和身体状态都不稳定，管教

十分困难。而经过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即将出所的

学员们又对新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教育引导难

度也非常大。朱队他们可以说是承担了统一戒毒模式

里最重要、最困难的‘两头’，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省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办公室副主任魏东说。

　　“‘收’只是禁毒战争的第一枪。如何帮助戒毒人

员戒除毒瘾、洗心革面，才是这场战争的落脚点，也是

摆在我和同事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朱明明说。

　　朱明明注意观察所内戒毒人员的思想动态，逐个

与她们谈心，提出“以细察微、以小见大、多方印证、科学

研判”等工作方法，为场所安全稳定贡献智慧和力量。

　　“从入所时的青涩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如此优秀

的民警，我为她感到骄傲。”所党委委员、副所长王华

栾这样评价朱明明。

朱明明，点燃戒毒学员新希望

  图① 魏彦坤带领团队讨论普法工作。

  图②②  魏彦坤（左二）深入农户家中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图③③  魏彦坤（右）和“刘巧儿”原型封芝琴在一起。

庆阳市司法局供图  

  图为蒋星卫正在调解一起交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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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朱明明与戒毒人员谈心。

  图②②  朱朱明明明明带带领领戒戒毒毒人人员员做做康康复训练。

  图③③  朱朱明明明明在在最美公务员颁奖仪式上领奖。

河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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