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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

  《觉醒年代》是由张永新执导，于和伟、张桐、

侯京健、马少骅、张晚意、曹磊、夏德俊等主演的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该剧谱写出了上世纪初中

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唤

起民众思想觉醒，实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一开天辟地伟业的壮丽史诗。这

部剧能在年轻的观众群中掀起观影热潮，证明了该剧的不同凡响。该剧从

思想和文化视角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层逻辑，将宏大的历史叙事

融入个体叙述之中，极大地增强了观影价值。

  剧情简介：

  本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

机关刊物为背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

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以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

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名冠中华的文化大师和一群理想

飞扬的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

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必然性。

华政的故事（八十四）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华政松江新校区：当年建

设、当年招生（下）

  2003年2月11日，华政松江校区奠基

典礼隆重举行。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殷

一璀、周慕尧，司法部领导贾丽群，上海

市教委领导王荣华、张伟江、王奇（分管

教学）、薛沛建（分管基建）以及松江区政

府、松江大学园区管理委员会，华政中层

干部和教师代表参加了奠基典礼。华政

党委书记祝林森主持典礼，笔者作为校

长代表华政发言，表示华政一定不辜负

上海市领导希望；不辜负松江区政府对

华政的关爱——— 松江大学园区的土地是

松江区政府代表松江人民无偿赠送给7

所大学的，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松江区领

导的大格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也

不辜负华政全体教职员工的期望。华政

要抓紧时间建设，严把质量关，做到当年

建设，当年招生。

  “当年建设，当年招生”的要求华政做

到了。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律，

盖房子也一样。松江新校区的教学大楼

（明法楼）自2月11日开工到9月底完工，再

到10月新生入学上课，总共用了不到8个

月，时间太短。教学大楼的主体建筑没有

问题（现在钢筋水泥都是整体浇筑），但由

于建设时间短，再加上松江校区所在地原

来是农田或者滩涂，地基比较软，所以教

学大楼后来出现了下沉，在连接大楼与外

边地面的阶梯处出现了裂缝。经过多次

修缮后，终于解决了这个后遗症。

  华政松江校区的建设是华政2003年

的重点工作，校领导，负责基建、后勤，包

括“松江办公室”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基

本上都是长宁、松江校区两边跑。当时，

松江大学城的各条马路都还没有建设

好，汽车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来回奔驰，

一天下来全身都是土。但看着大楼一点

点拔高，心里还是格外高兴，有一种在白

纸上画出最新最美图画的成就感。

  2003年9月底，华政松江新校区的第

一幢大楼——— 教学大楼终于竣工。随后，

松江校区河西学生食堂，校园里连接东西

的校园桥也建设好了，松江大学城公用

的学生宿舍第三期、第四期公寓也可以

入住了。2003年10月18日，华政在松江新

校区举行了第一届本科生的开学典礼。

  2003级新生到来以后，华政的建设

任务更加繁重。好在有1979年华政第二

次复校后由老领导徐盼秋、曹漫之、刘少

傥、吕书云、李润玉等人树立的“帐篷精

神”的鼓舞，华政的各级领导及所有教师

都开启了“边建设，边培养”的工作模式，

条件再艰苦，培养学生的质量也不能受

影响。就这样，最先完工投入使用的教学

大楼派上了大用场，既是学生上课的地

方，又是教师集中开会、进行备课活动的

地方，也是所有行政人员办公的地方，还

是临时图书馆的所在地。

  到2004年，学校的图书馆（明珠楼），

行政办公楼（明镜楼），教师活动中心（明

德楼）等也陆续建成。为了集中力量抓本

科教学，进一步将学校管理重心放在即

将入住12000名本科生的松江校区，华政

领导决定，除了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

等留在长宁校区外，学校的其他所有职

能部门和各个二级学院，全部搬到松江

新校区办公。

  2005年，在松江校区一期工程基本

建成，即以法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教务处等为主要办公场

所的崇法楼，以刑事司法学院为主要办

公场所的尚杰楼，以经济法学院和国际

法学院等为主要办公场所的汇贤楼，以

外语学院、商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传播学院等为中心的集英楼，以后勤

管理处、资产管理处、基建处等为中心的

励勤楼，以及以学生管理活动为中心的

明志楼，以学生体育活动为中心、体育部

老师入住的华政松江新校区最大的建筑

富田体育馆等也全部建成的基础上，在

校园的东北角盖起了雄伟壮观的明实楼

（实训大楼），在明法楼（教学大楼）西侧

盖起了留学生公寓大楼。美丽的华政松

江校园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华政的故事（八十三）》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3月16日9版）

《觉醒年代》

□ 马行西

  万嶂一冲，过多少，千古俊雄。足音重，雪山回响，今有余声。博望凿空西域路，高僧

求取菩提经。更百天三万众长驱，不世功。

  风云晦，边塞松。闹心事，堵西庭。陷落甘泉地，遗恨无穷。尚有洋狼嚎阵阵，不乏土

狗闹哄哄。任尔曹搬弄瓦罕西，廊铸铜。

  注：近日，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红其拉甫村考察牦牛养殖。闻瓦罕走廊入口

在侧，遂往观察。但见两岸雪山高峙，中间深谷长驱，险要非常。思及数千年来，多少故事

发生于此，不禁心生感慨，填词一阙云尔。

满江红·瓦罕走廊

□ 陈小君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当下，粮食安全已然超越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列为国

家“三大经济安全”之首。2020年年初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

速蔓延，部分农产品出口国开始限制农产品出口，再叠加席卷东

非、中东以及南亚的蝗灾，更加引发全社会对粮食安全的关注。

  粮食安全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政

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法律制度以及法治秩序对于粮食安

全的保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提出了

“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的任

务。正因如此，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不应当、也不可能垄断在法学

者手中；但法学者对粮食安全的讨论，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贡献，

更是责无旁贷的专业担当。本书填补了法学界的空白，通读全书，

有如下感受愿与读者分享。

  首先，宏大目标导引下的细节化研究。该书的题目就注定了

其追求的必然是一个宏大目标。按照作者构想，紧密围绕三个核

心问题递进展开：（1）粮食安全法治保障的现实根源和制度基础

何在？（2）着眼于“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

全观，当下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面临的关键问题有哪些？（3）引

致前述问题的根源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指向的，乃是新时

代我国在国际环境与国内市场复杂现实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

宏大的目标必须要以细节化研究作为夯实理论的有效工具。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该书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治化现实需求出发，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为研究对象，将粮

食安全法治保障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主线，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对

粮食安全保障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深入研判地方典型实践，充

分借鉴域外制度构建经验，目标是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治化和

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保障道路建设提出学理建议，但这个建议

不是单纯价值性判断，而是在具体数据与细节支撑下系统性的操

作建议。

  其次，多重方法支持下的法律人本色。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

多重学术方法与研究成果共存。比如，在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

节中，作者明显利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方法，借鉴新公共管理、担

保国家、激励相容等理论，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协同

保障机制；在该书第四章第二节中，我们又能够看到财政学以及农

业经济学的蛛丝马迹。这是法学这门学科所独有的理论特性：它能

够、同时也必须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范式，否则就注定会陷

入空洞的概念之争。而对于粮食安全制度这样的复杂战略问题，这

一点尤其突出。同时，作者虽然使用了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理论，但

她并没有“忘本”，其最终结论与分析模式，仍然是法学式的。该书

从“粮食权”概念出发，从粮食安全生产、流通、储备、财税以及金融

等领域切入，最终落脚于不同阶段与不同层面的法治保障，着眼于

公平、效率、秩序等多维度统筹考量粮食安全保障中政府与市场、

社会角色定位，优化配置各方权责，平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

区利益，协调政府、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粮食生产

者、粮食销售者、粮食消费者权责，侧重保障农民权益，这些都彰显

了作者作为法律人的良好素养与理论功底。

  最后，强调创新背景下的稳健型结论。学术研究的一个辩证

法，就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操作之间的永恒矛盾。学者总是希望让

自己的理论更加“尖锐”，但实践中却有着千头万绪的考虑因素。

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代又一代学人（亦包括我自己）的

探索拷问无处不在。该书无疑是有学术野心的，然作者认为，粮

食安全法治保障应是渐进式制度变迁，而不是全新制度安排。粮

食安全法治保障应当是体系化、结构化制度设计，而非单纯寄希

望于出台一部粮食安全保障法，要想通过一部法律解决与粮食

安全保障有关的所有问题不现实。在粮食安全保障制度构建中

涉及生产、流通、储备、应急等诸多肯綮环节，需要关联政府与市

场、中央与地方、国际与国内等多个维度，平衡协调粮食生产者、

销售者、消费者，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等不同层面、多元主体的利

益。粮食安全法治保障离不开对既有法律政策的检视和反思，以

及对于未来粮食安全保障法及后续相关立法的预判，需要对相

关法律政策进行统合协调，方能构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系统

性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法治体系的“龙

头法”，若制定一部粮食安全保障法，最需要考虑与其他法律法

规的衔接协调问题。既要发挥其作为粮食安全保障基本法和“龙

头法”的作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和协调，对既有法

律法规中过时的、不适当的制度予以修正，对缺失的制度予以补

充，对于有冲突的规定进行修订和整合，还要对现存立法中已有

涉及，但是尚未细化的规则制度等，在既有框架内进行解释细

化，亦应避免叠床架屋甚至越俎代庖，方能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要求、由粮食安全保障基本法统领的、协调有序的粮食安

全法治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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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民之天：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研究》作者李蕊，中国政法

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治化现实需求出发，以保障粮

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为研究对象，将粮食安全法

治保障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主线，紧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递进展

开。着眼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粮食安全法治保障离不开理论体

系作支撑，要构建科学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制度必须厘括蕴藏

其后的理论根源。

  图为2003年10月，华政松江校区第一批本科新生入学时，图书馆等其他大楼

还未建设

  图为2003年10月18日，华东政法学院松江新校区启用暨2003级本科新生开

学典礼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2017-2018）》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典 型 行 政 案 件 裁 判 观 点（2 0 1 7 -

2018）》主编李广宇，曾任最高人民

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第四巡回

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现任最

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副

主任、新闻局副局长。法律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

四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姜伟大

法官担任编委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法官李广宇担任主编。最高人民

法院第四巡回法庭成立两年来，审理

了数千起重大行政案件，其中有不少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第四巡回法

庭首创的“对话式文书”，也使得裁判

文书说理充分，意蕴深厚，不仅详细

阐述了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同时

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法律漏洞，具有较

高的普遍指引价值。本书精选第四巡

回法庭审结的100起典型案件，精心

归纳数百则裁判观点。对于行政审判

法官、政府机关法律工作者、律师、法

学院师生都有参考价值，是办案、代

理、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必备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