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蒋安杰 见习编辑：刘秀宇 柳源远 美编：李晓军 校对：申云2021年8月24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angelar1102@163.com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汪嘉正 陈镇豪 钮英来

  在网络文学中，“摆渡”泛指帮助因缘

未了的灵魂完成心愿投胎做人之说，而借

此来比喻帮助犯罪之人改过自新回归社

会也似恰当。

  “作为申城的文化地标，帮助犯罪之

人改过自新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责任，近年

来的持续努力和实践，收获了丰富的经验

和成果。”朱兵是钟书阁徐汇店的总经理，

在帮扶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方面他和

同事奉献了很多。

  钟书阁被誉为“上海最美书店”，既是

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也是中国实体书店

转型的一个标杆。2013年营业以来，钟书

阁便和徐汇区司法局合作建设了法治道

德教育基地，陆续帮助多名社区矫正对象

重新走上人生正轨。

  在书香氤氲中，2 0岁出头的姑娘

林静（化名）正埋头整理书籍，如果没

人告知，谁也不知道她曾因故意伤害

罪被判刑入狱 ，后因表现良好 ，改为

社区矫正。

  “我曾在监狱服刑，很珍惜社区矫正

的经历和机会，因为犯罪之人回归社会的

路是艰难的。别人一旦知道我的情形，都

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要找到一份适合自

己的工作太难了。”林静轻声细语地说，自

己曾参加过许多次面试，但由于身份特

殊，难掩惭愧与自卑，一次次的失败让她

几乎失去了信心。

  在徐汇区社区矫正中心的牵线搭桥

下，她来到了钟书阁，朱兵给了她一个试

用的机会。因为在监狱里学习过计算机技

术，朱兵便安排她到后台做图书编目整理

工作。

  “刚入职时，她表现得十分紧张和胆

怯。”朱兵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为了重

建她的自信，也出于对她的保护，我将她

的身份进行了隐秘处理，同事们并不知道

她曾经是一名服刑人员。”

  为了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早日融入工

作环境，朱兵花了不少心思。按照原有政

策规定，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可享受政府免

税补贴，但为了保护社区矫正对象的隐

私，避免在工作中受到歧视，钟书阁主动

放弃了这些免税补贴。

  朱兵说：“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只有

我一个人知道，这样他们的顾虑也少一

点。”他每周都会找社区矫正对象谈心，从

工作到生活，细致入微地引导他们敞开心

扉，鼓励他们和同事及顾客积极交流，重

建自信，重拾希望。

  在朱兵的帮助下，林静很快适应了钟

书阁的工作环境。“现在大多数的图书

编目软件，我都可以熟练操作，朱经理

开玩笑说凭借这个我自己都可以开个

书店了。”林静说，她现在与同事的关系

愈发融洽，由于表现突出还被评为“优

秀员工”。

  书店有员工借书的福利，林静经常借

书回家，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相比于初

入职时的胆怯，林静现在整个人的精神面

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朱兵说。

  其实早在2019年，钟书阁就成为徐

汇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成员单位，挂

牌成立了徐汇区社区矫正法治道德教

育基地。两年多来，像林静这样的社区

矫正对象，钟书阁前后接收了5位，先后

帮助他们走稳回归和融入社会的关键

一步。据悉，像钟书阁这样的帮扶基地，

徐汇区共创建了5处，而在上海全市则

有227处。

  数据显示，上海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一

直处于全国前列，至今共有7个区实现社

区矫正对象“零再犯”，其中，徐汇区这项

纪录保持了8年。2020年，上海社区矫正对

象再犯罪率仅为0.09%，大幅低于全国0.2%

的平均水平。

  “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关乎‘迷途者’

的顺利回归，关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

矫正法实施一年多来，从‘管得住矫得

好’到‘管得好矫得精’，徐汇区的社区矫

正工作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离不开社

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

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正是

借助这一巨大的合力，我们完成了对社

区矫正对象的‘法治摆渡’，为‘平安徐

汇’‘法治徐汇’建设贡献力量。”徐汇区

司法局局长左静鸣说。

□ 法宣

  《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部由刘海波、吕行、吕赢、库尔班江、五百、徐纪周、

张挺执导，言瑾（总）、杨阳、吴红梅、姜冬梅编剧，刘敏涛、王晓晨、王珞丹、李

雪健、窦骁、奚美娟、吴倩、萨日娜、谭松韵、白敬亭、佟大为、陈赫等主演的时

代报告剧。

  该剧由六个单元组成，以真实人物原型为基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不同地区的青年共产党员在不同岗位上努力奋斗的

故事。

  剧情简介：

  《我们的新时代》讲述了以社区志愿者、技术工人、排爆军人、少数民族村

医、大学生村官、民间救援队队员为代表的基层青年党员的奋斗故事。该剧六

个单元都是以年轻基层党员为主角，有用真情温暖社区每一个人的社区志愿

者白菁；让国产新支线飞机一飞冲天的钣金工领头人刘梦鸢；让不安全变安全

的“排爆尖兵”刘夕石；带领村民致富的大学生村官黄思齐……他们深入基层，

奋战在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该剧分为《美丽的你》《腾飞》《排爆精英》《幸福的处方》《因为有家》《紧急

营救》六个单元，讲述了不同行业青年党员的奉献和牺牲。从排忧解难的社区

志愿者到独自面对危险的排爆精英、从充满烟火气的社区琐事到关乎国格的

航空大业、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以点带面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伟大风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年轻的进取风范，为建党百年献上了一

曲朝气蓬勃的“青春之歌”。

  内容简介：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

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法官的最后一项工作也许就是撰写裁判文书。裁判

文书是裁判的载体，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总结，是所有审判成果的结晶。可以

说，撰写裁判文书是一名法官应当具备的最为基本的技能。但是，裁判文书

应当怎样写，却还是一个远没有达成共识的话题。

  《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从裁判文书写作角度阐述怎样写好裁判文书要领

与方法，不仅是裁判文书写作范例，而且文笔轻快优雅，极富文学欣赏价值。

既可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执业参考，法科学生的教学辅助读物，也可作

为面向普通读者的法律文化读物。

  有一所大

学 ，她临靠京城

的小月河边。不知是

小月河因她出名，还是

她因有小月河而为外界所

知——— 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国

政法大学，1983年之前名为北京政

法学院。

  我从考入这所学校起，就没有离开过

她。也可以说我生命中的主体部分已经在小

月河边的校园中平静度过。法大，无论其物象还

是精神，均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生命过程

的组成部分。我见证了她的风雨历程，并作为其整体的

一部分随同其一起感受四季的更替和环境的变迁。

  这所学校创办于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

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合并而成。当时学校云集

了国内一批知名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如钱端升、吴恩裕、

楼邦彦、费青、严景耀、雷洁琼、杜汝楫、曾炳钧、汪暄、朱奇武等。

  1979年10月19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随同其他403位同学一起

来到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所传说中“小巧玲珑的校园”在1970年停办

后的几年内已经面目全非——— 垂柳依依的“小滇池”，风声沙沙的“苹果林”，青春流

动的“林间幽径”……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叙事者和听叙事者们偶尔提及的伤痛。我

们作为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砾，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

疯长的荒草。

  当时学校被北京市的几个“文化单位”所占用：北京市歌舞团占用2号楼、5号楼和校礼堂，北京

市曲艺团占用6号楼，北京市戏曲学校挤占3号楼、联合楼，174中学在4号楼和教学楼办学。我们这些

“北政一期”的学生每天只得在被“腾退的”1号楼、饭厅和教学楼部分楼层之逼仄的空间内游走，耳边充斥

着戏校学生的“唱念做打”、歌舞团演员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艺团演员的“京腔京韵”……“北京的声音”在学

院路41号的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轰鸣，将“神圣的法学”气息消解殆尽。当时，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样

洪亮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其阵势真可谓鼓响如雷、其人声咽。

  或许正是因为这并非清静的声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名

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犹新的不是

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激越的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场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运动场上的激动的呐

喊，中国女排战胜日本获得世界冠军后彻夜的敲击洗脸盆的兴奋……躁动的心绪，像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一样，在这一代学子心中弥漫，他

们毕业之后大多选择了“火热的生活”，当20年后这些同学再相聚于“学院路41号”时，他们已经成为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但选择大学教师

职业并坚守到底的却为数不多。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上海徐汇“最美书店”的“法治摆渡”

《我们的新时代》

华政的故事（九十四）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决

策者（下）

  华政实训大楼（明实楼）第七轮的设

计模型，满足了美观、庄重、典雅、灵性等

各项元素，得到了华政上上下下的一致认

同。这座建筑，最为灵性的是圆顶塔楼的

设计理念。圆顶是这幢大楼的制高点，为

了达到宏伟大气的效果，必须要高，傲视

下面的裙楼。如果裙楼是5层楼高，那么圆

顶塔楼至少需要12层楼的高度，才有美

感。但现在受国际航线限制，圆顶塔楼最

高不能超过8层楼，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呢？

设计师罗凯运用他的美学智慧，将大楼分

为两个部分，一半是5层楼高，另一半要建

成圆顶塔楼的部分，将裙楼降低至3层楼

高，在此基础上，将塔楼提升至8层楼

高，圆顶塔楼比裙楼高出了5层，达

到了美感的要求，而且还使整

个大楼显得错落有致，丰富

且有灵气。看了第七轮

的设计稿，笔者非常佩服，原来建筑设计

的灵气和水平也是永无止境的啊！

  华政松江校区建成后，罗凯在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后

历史主义建筑》，展示了华政松江校区的

各幢建筑图片。后来，复旦大学原党委书

记秦绍德看到这些图片，也听说了华政

校区美轮美奂，就前来实地考察，对华政

新校区的设计非常满意。回去也聘请罗

凯团队为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区的设计团

队。因此，复旦新江湾校区的建筑，包

括法学院大楼 ，虽然颜色不太一

样，但建筑风格与华政松江校

区非常相像。只是复旦大学

的经费比较充足，所以他

们用的建筑材料比华

政要好得多，建设

的新江湾校区

也显得更加

雍容华贵一些。

  在实训大楼设计施工的同时，留学

生（包括研究生）公寓的设计建设也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幢建筑，主要是要多

盖房子，增加房间。校领导最初考虑华政

一时不会有那么多的留学生和研究生，

那么楼建好后，多出来的房间就可以给

教师做工作室。当时曾经计算过，如果能

够腾出来凑够800个房间，华政当时上讲

台的教师就可以每个人包括刚刚分配进

来的博士都可以一个人拥有一间工作室

（然而，华政后来发展的事实是，这幢留

学生和研究生楼建成后，还不够学生住

宿。华政想解决办公用房紧张的现状仍

然没有改观，需要将规划中的综合行政

大楼盖起来 ，才能缓解用房紧张的问

题）。所以，当时对这幢楼的设计要求比

较低，只要房间足够多就可以。但即使如

此，建筑设计的第一稿大家还是不满意。

因为它既无美感，又和松江新校区之前

的建筑风格不协调。于是，在华政领导的

要求下，罗凯经过修改，又出了第二轮设

计模型图。

  留学生公寓第二轮设计模型图，虽

然不是太令人满意（即不够美观），但总

算包含了华政建筑传统的各项元素，如

灰瓦、上圆下方落地长窗、由上往下逐步

突出的“扶墙壁”、高于屋脊的塔楼以

及红砖白墙等，与紧邻的教学大

楼（明法楼）的建筑风格也比

较协调。

  在讲到华政松江校

区的建设，华政各级

领导和相关部门

作 出 各 项 重

大 决 策

时，都不应当忘记一位功臣，他就是华东

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罗凯。我们现

在所看到的松江校区美观、优雅、雄伟的

建筑群，都是我们在理念、风格、审美等

方面反复沟通后，一手设计出来的，非常

了不起。

  罗凯很年轻，在设计华政松江校区的

建设蓝图时，还不到30岁（笔者忘记问他

的年龄了）。当初，我们曾经让世界各地

的华政校友收集了国外一批名校的建筑

照片，供他参考。非常巧的是，罗凯恰好

留学过英国，所以对牛津、剑桥以及美国

的斯坦福、哈佛等世界名校的建筑非常

熟悉，也很认同。因此，我们的想法一

拍即合。就这样，在后来具体设计

时，我们之间的沟通比较融洽，

合作得也非常愉快。

  （《华政的故事（九十

三）》详见于《法治日

报》2021年8月10日

9版）

  图为华政留学生公寓第二轮设计模型图（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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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是怎样写成的》

  《裁判是怎样写成

的》作者李广宇，现任最

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

任，兼任新闻局副局长。

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

判业务专家。法律出版

社出版。

  图为设计师罗凯（左五）向华政校领导及中层干部讲解新校区的规划图

  (备注：转载请

注明来源《法治

日报》法治文

化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