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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

  《日头日头照着我》是一部由张晓春、刘昕执导，朱锐、张进、

张铎、何彦霓等主演的农村题材电视剧。

  该剧根据唐慧琴的同名小说改编，以农村改革开放为背景，

以基层女共产党员的成长史为视角，讲述了新时代农村女性投

身于乡村建设，带领家乡群众实现乡村振兴，扎扎实实为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光和热的励

志故事。

  剧情简介：

  90年代中期，王小溪(朱锐饰)为保护家人放弃南下打工计划，机缘巧合进入乡政府

成为临时工。在这里，她经历了一场甜蜜而短暂的恋情，爱人溘然而逝，她决定继承其遗

志致富百姓、振兴家乡。数十载光阴流转，她从一个热情懵懂的乡村少女成长为一名干

练成熟的乡村女干部、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她依然是当初那个满怀激情立志“保家

卫家”的倔强姑娘，只不过，这个“家”不再是“小家”，而是“大家”。在发展的道路上，挫折

与磨难接踵而来，但她始终坚信，风雨过后，日头依然会照耀大地。最终，王小溪在领导

和同事的支持下、在政策的扶持下，带领乡亲们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并收获了属于自

己的幸福。

《日头日头照着我》

□ 马行西

  九州萍迹付一笑，百丈魁星照千秋。

  明月几时有消长，大江东去自风流。

七绝 苏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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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二

版）》作者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企业合规的中国化问题提供

策略方案，破局中国企业合规的制度困

境，构建中国法律合规业务的未来。

  对于有志于研究企业合规问题的人

士，本书可以作为一本合规教材或基础

读物。对于企业界人士，本书可以作为了

解和研究合规问题的参考书。对于有志

于从事合规业务的律师，本书可以对合

规业务的开拓和探索有所助益。

  内容简介：

  与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一样，企业合

规也是21世纪初在全球兴起的重大法

学交叉课题。企业合规涉及商事法、经

济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诸

多学科，触及反商业贿赂、出口管制、

数据保护、反洗钱、反不正当竞争、知

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环境保护、税收

监管等诸多领域的法律问题。本书试图

从多维视角讨论企业合规问题，解释企

业合规的性质和理论根基，分析作为新

的公司治理方式的合规体系，揭示企业

合规架构的三大激励机制——— 作为行

政监管激励机制的合规体系、作为刑法

激励机制的合规计划以及作为解除国

际组织经济制裁依据的诚信合规机制。

本书不仅讨论企业合规的基本理论问

题，还对律师如何展开合规业务提出理

论框架。

《企业合规基本理论》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陈彦君 蒋 璐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公安

局警营文化礼堂，一曲嘹亮的《中国人民

警察警歌》拉开了长兴公安“党史立心、

青警筑梦”青年党史宣讲比赛决赛的帷

幕。这里因为举行“四星民警”讲坛而星

光灿烂。

  长兴县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盛洪卫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四星

民警’讲坛为民警搭建成长平台，培养能

说、会写、善思、精干的应用型公安警务人

才。‘四星民警’已经不是优秀的个体，而形

成了比学赶超的群英现象。我们要进一步

发挥‘四星民警’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民

警的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全力打造新时

代公安铁军。”

传承红色根脉

树立争先创优实干导向

  五四青年节之际，长兴公安坚定使命

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以青年党史宣讲铸牢

忠诚警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师傅沈云如是我从警道路上的引路

人。我要把师傅的‘手艺’传承好，行进在为

民之路上，成为一名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作为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沈云如的徒弟，

虹星桥派出所民警俞涛感触深刻，短短两

年时间，师傅从户籍新兵到业务专家，始终

用心行进在为民之路上。从社区勤务到交

通勤务，沈云如踏上了角色转变的征程，宣

传组建交通安全劝导站，三车车主见面，

“三率”整改……他遇难而不畏难，用真心

将交通整治行动变得温情。

  “薪火相传，老兵精神在公安延续。正

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激励我们奋发前行，奋

斗不止！”民警陈杰深情讲述着警界雷达兵

刘露华的故事。一句句激荡人心的话语，一

段段发自肺腑的感悟，都传递着榜样的力

量。作为老党员的外公，用他一生的清正为

民警王骁的从警选择指明了方向；热血刑

科室的法医在一次次鲜为人知的幕后为死

者赢得尊严，为职业赢得尊重；奔波的交警

用红蓝色的肩灯照耀着来往车辆回家的平

安路……他们都是成长在党旗下的幕后

英雄。

  主题上格调高、内容上接地气、展示上

有活力。长兴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

任徐娅莉说：“8节微党课在学党史的主题

上，把自己摆了进去；在擦亮人文警务的品牌中，把自己摆了进去；在教育

整顿成果的转化上，把自己摆了进去，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创四星，争当先

进的浓厚氛围。”

搭建多彩平台

锻造素质过硬铁军队伍

  2018年11月，长兴公安践行重要训词精神，在“四星民警”的争创机制

下拓展“1234”素质提升工程，开设了“四星民警”讲坛，全面提升“四星民

警”的综合素养，进一步发挥“四星民警”的引领示范作用，迄今为止已举

办了11期。

  回顾之前每一期的活动，主题鲜明、层次多样、内容丰富，充分打破了

男民警与女民警、老民警与年轻民警、城区与农村、机关与基层、领导与民

警的5个差别。有派出所片长思路比拼，也有教导员专场比拼，有“50+”民

警专访，也有交通安全知识比拼。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讲坛”，每次

开讲都是一场经验的交流，也是一次思想上的碰撞。

  “我有幸能成为讲坛的主持人，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还

学到了面对困难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宇’你说防”品牌代言人

朱鹏宇坦言，讲坛让他发现了自己的普通话特长和独有的亲和力。辖区电

信网络诈骗防范和交通事故防范的“双防”工作是基础工作重点，他便开

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宣讲品牌，让安全防范知识深入人心。

  “四星民警”讲坛让很多民警从过去的台下“听众”变成现在台上传道

授业解惑的“讲师”。“虽然我年纪大了，但通过这个讲台把调解工作的经

验传授给年轻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雉城派出所民警董平说。在他的引

领下，“董平调解室”创立了“四方联调”机制；通过讲台，他又收了两名徒

弟，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长兴真正落地开花。

  “四星民警”讲坛既解决了工学矛盾，也营造了“找差距，补差漏”的良

好氛围，有效调动民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构建起学习型警营，努力

锻造业务尖兵、培养复合型队伍。

找准OKR定位

促进人文警务提档升级

  “这不仅是一个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更是一个提升自己、共

同进步的平台。”90后侦查打击中心民警蒋俊杰深有感触。正是通过这个

平台，他从自己的身上找到了闪光点，集齐了“对党忠诚之星、服务人民

之星、执法公正之星、纪律严明之星”四颗星，成为长兴公安的榜样

人物。

  通过讲理论、说体会、谈经验，“四星民警”讲坛坚持不懈抓好战斗力

和凝聚力的双提升，通过以警教警，激励民警在干中学、在学中思，为民警

搭建起一个交流工作经验、共享先进成果、探求新思路新理念的新平台。

  11期讲坛精彩纷呈，亮点迭起，呈现了长兴公安积极构建大侦查、大

基础、大交通格局的一线风貌，展现了基层民警以人为本、守土有责的使

命担当。

  长兴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吴朝阳说：“下一步，‘四星民警’将坚

持OKR定位，尊重民警在公安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创新搭建更多平台，贴

近基层民警、贴近公安实际、贴近警营生活，促进长兴公安人文警务提档

升级，推动长兴公安改革进程稳步向前。”

华政的故事（九十）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 何勤华

华政改名成功了

  2002年是华东政法学院建校50周年。

此时，华政已经成为南方乃至中国法学教

育的重镇之一，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学

校知名度不断提升。但此时，大学改名的

风潮也开始涌动起来。在上海，如海运学

院改为“海事大学”，师范学院改为“师范大

学”，中医药学院改为“中医药大学”，水产

学院改为“海洋大学”，机械学院改为“理工

大学”等。司法部所属的政法学院，此时也

都改为政法大学，即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更为有趣的是，上级主管部门召集各

所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开会，座次排

序等也全部按照先重点大学，再一般大学，

再学院，再大专的次序。华政在上海市各所

大学中的排序一再被往后挪。于是，校领导

班子经过反复讨论，在2001年向上海市人

民政府提交了关于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

为“华东政法大学”的申请书，并成立了更

名工作领导小组，由副校长王立民任组长，

教务处处长叶青和党校办主任丁以升任副

组长。上海市领导非常支持，通过上海市教

委所属的各个职能部门，按照更名大学的

各项要求和指标（如办学年限，办学效益，

招收人数，毕业生质量，学科专业部门与数

量，学校占地面积，生均经费投入，教学与

科研成果，校友对母校的认可度，毕业生接

受部门如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公安局以

及银行、企业等其他机构的意见，社会评价

与影响等），组织专家对华政进行了各个方

面的考察和论证。最终，在上海市教育系统

这一层面申请获得批准。后于2006年9月，

以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教育部正式提

出申请报告。

  当时的申请报告主要包括如下事项：

  1.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华东政法学院

申请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的函

  2.华东政法学院申请更名为华东政法

大学的论证报告

  3.关于华东政法学院申请更名为华东

政法大学的考察报告

  4.华东政法学院申请更名为华东政法

大学的申请表

  5.华东政法大学章程

  申请报告还有9个附件：

  1 .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专业情

况表

  2.本科专业学科结构情况表

  3.近年来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情况表

  4.近年来教学科研成果获奖情况表

  5.近年来科研经费情况表

  6.省部级重点学科情况表

  7.正高职称教职员名册

  8.松江校区平面图

  9.长宁校区平面图

  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华政更名，并以

市政府的名义向教育部提出更名申请后，

华政抓紧时间，迎接教育部安排的数批专

家组来实地考察，并接受教育部专门为更

名大学所设立的专家委员会的评议、投票。

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2007年5月，专家

委员会投票表决，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

为华东政法大学。华政人多年的梦想得以

实现。

  说到更名大学，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华

政更名时，国家已经决定，在大学名字前不

能再加上“中国”（国家）以及“华东”“西北”

（大区）等字样，只能用当地省市的名字命

名。这样，就苦了我们这几所原来就以大区

命名的政法学院。而此时，中国政法大学和

西南政法大学已经更名成功。而中南由于

与财经大学合并，组成“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所以不存在更名的问题。苦的是西北

和华东。据说，当时让西北改名为“西安政

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建立时名为

“西安政法学院”，3年后才更名为“西北政

法学院”）或者“陕西政法大学”。华政也一

样，当时让我们改名为“上海政法大学”。但

这样一来，就会和上海政法学院相混淆（本

来在家长心目中，就常常把“华政”和“上

政”搞混）。所以，当时我们反复讨论，最后

比较一致的想法是改名为“东方大学”或者

“远东大学”，以与“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之称舆相一致。只是“华东政法学院”已经

成为广大校友心中的精神家园，成为一个

品牌，将其改名为“东方大学”或者“远东大

学”，广大校友可能无法接受。

  正在痛苦犹豫中，西北传来了好消息。

西北政法学院经过与上级领导的反复沟

通，终于保住了“西北”两字，教育部同意他

们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既然“西北”可

以成立，那“华东”当然也可以保住啦。当贾

宇校长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后，我和杜志淳

书记一时高兴得无话可说了。这样，华东政

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最后障碍也

被扫除了。对此，我们也要向西北政法大学

的领导和师生表示感谢。

  （《华政的故事（八十九）》详见《法治日

报》2021年4月27日9版）

  图为2007年6月9日，华政更名仪式在富田体育馆隆重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

察长张耕（左二）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右二）为校名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