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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晓锋

□ 本报通讯员 刘道平

　　

　　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间，时不时会看见一个

身背沉甸甸国徽行走的法官，他便是重庆市万州

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大巴山的“绿色

修复师”——— 王翔。

　　王翔说，他最喜欢绿色，行走在大巴山的青山

绿水间，这是他最快乐的事，心中倍感欣慰和自

豪，因为这“绿色”里有他的一份司法“修复”之力。

13年如1日，默默奉献

　　2011年，王翔调到环境资源审判庭，成为了重

庆市首批环保法官，一干就是13年。像他这样一直

坚守在环境资源审判岗位的，在全市已不多见了，

大家戏称他为“活化石”。13年里，王翔始终秉承

“绿色生态+司法修复”理念，通过“最小颗粒度”

绿色止损修复入手，求得“最大公约数”司法守护

绿色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

　　2014年12月3日，对王翔来说具有别样的意

义。这一天，万州法院向导致饮用水源安全隐患的

某废油回收单位发出了三峡库区首张环保禁

止令。

　　“怎样才能在案件审结前及时有效阻止污染

损害扩大、让绿色生态伤害最小呢？”这是一直萦

绕在王翔心头的事儿。为此，他反复思考论证，着

力推动试行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意见》出台。他先

后发出禁止令51份，有效防止了污染损害扩大，为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环境保护禁止令司法解释贡献

了基层法官的司法智慧和实践案例。

　　三峡库区长江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

高差的消落带。光秃秃的消落带，不仅影响美

观，也容易引起水土流失。同时，在环资案件中

始终存在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的

问题。

　　2015年，王翔得知中山杉在水下完全浸没5个

月还可以存活。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通过在消

落带集中种植，既解决消落带环境问题，又解决环

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呢？他多次去

林科所与相关专家商议论证，最终商定在大周镇4

公里消落带范围内栽种司法修复林。

　　如今，曾经的长江消落区“黄腰带”变成了

“绿腰带”，建成了“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司法实

践基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助推了当地乡村

旅游发展，年游客量达20余万。这一做法，得到

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多次报道，在全国引起

强烈反响。

　　王翔从事环境资源审判以来，这样的创新

事例还很多，获得市级以上优秀案例、文书、庭

审、课题等24件，其中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

法案例、全国法院指导性案例、全国法院典型案

事例、文书等8件。王翔也先后获得重庆首届绿

色年度人物、2018—201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提名

奖、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重庆好人、重庆市岗位学雷

锋标兵等荣誉。

1700余件如1件，“如我在诉”

　　13年里，王翔办理的1700余件环资案件，无一

改发，无一信访。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许多当

事人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场官司，我们不能

因为自己处理不当让别人添堵一辈子。”所以他会

认真对待每一件案件，用“法律的尺度+法官的温

度”去处理。

　　王翔经常讨教的专家任凭对《法治日报》记者

讲了这么一件事。去年的一天，王翔拿着一张照片

找到他，照片中的树种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

物——— 野生红豆杉。从照片上看，似乎是一个树兜

上发出的4根树干，其中3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

掉。王翔问他：“这种情况是认定对整株红豆杉造

成了损毁呢，还是一定的损害呢？”因为拍摄角度

问题，任凭仔细看了后说：“不好说，看不出来。”看

着若有所思离去的王翔，任凭知道他还会来找

自己。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任凭就被王翔接上了

车，带着他去现场查看。路上，任凭问王翔为什么

非要跑这么远去看现场，王翔回答：“这个认定关

系到罪重罪轻问题，我们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任。”

　　“老百姓打官司，希望得到公平公正处理。如

果换位思考一下，就如我自己打官司，假如法官给

我判得不公，我心里也会堵。”王翔说。

3.39万km²如1㎡，处处守护

　　在办理案件时，王翔有一句口头禅：“先去看

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只要稍微有争议的案

件，哪怕路途再远、荆棘再多、道路再险峻，他都会

尽可能去看看。13年来，他跋山涉水近万公里，渝

东北80%的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有一次，某县有一个盗伐红豆杉的案件。那天

下着小雨，王翔一早从万州出发，开了4个多小时

的车，又走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来到现场一看，

案发地在一个陡峭的岩壁上，距离地面七八米

高，怎么办？他与森林警察合计后，系着安全绳

一步一步挂上去，然后又一步一步挪下来……

下山时，天雨路滑，他还摔了一跤，摔破了裤子

和皮肤。回到万州时，已是半夜两点。

　　这样的事不只这一起，王翔坦言：“好几

次甚至是死里逃生。”2016年一次办案途中，

一块一吨多重的巨石突然砸在车前几米，现

在回想起来他仍心有余悸：“稍微开快一点

点，我们都被压扁了。”

　　“当事人来不了，我就上门去。”王翔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巴山区，山高

路远，当事人出行不便，王翔就背着国徽

去当事人家门口开庭。

　　这么多年的环境资源审判经历让他

深知，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

意义。王翔每到一地，都会对当地群众

进行环保法律宣讲。遇有典型的案例，

他就就地巡回审判，联系当地村委会

组织周边群众来旁听，让更多的人知

晓、敬畏、遵守法律，合力守护好大

巴山一方青山绿水。

  图① 王翔了解涉案争议

林地情况并核对有关信息。

  图② 王翔穿密林现场

勘查。

  图③ 王翔与检察官

一起勘查涉环境资源案

件中受损林木。

  万州区人民法

院供图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韦燕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镇圩瑶族乡

镇马社区有这么一对“法律明白人”夫妻档：他们

是村里孤寡老人的解闷人，用爱的行动兜起了村

里孤寡老人日常的点滴幸福；他们是群众身边矛

盾纠纷的解结人，在矛盾调解、基层法治建设一线

忙碌着，悉心化解群众忧心事；他们是群众身边学

法的解惑人，在法治宣传最前沿奉献着，同心合奏

“非遗+普法”和谐曲……他们就是镇马社区的

“法律明白人”卢成、蓝连青夫妇。

　　卢成、蓝连青夫妇的家庭是五代同堂，聚集

瑶、壮、汉3个民族，两人结婚多年来，夫妻恩爱、孝

敬老人、热心助人、邻里和睦，是乡里有口皆碑的

“模范家庭”，2018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因他

们身上有着孝老爱亲的美好品德和热心公益的奉

献精神，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名望，夫妇双双成了

镇马社区的“法律明白人”。

　　在社区邻里矛盾纠纷化解中，卢成、蓝连青夫

妇是最佳搭档。遇到纠纷只要夫妻一出场，一个讲

“法”、一个讲“情”，一个讲“狠”话、一个讲“软”话，

矛盾纠纷也就化解了。

　　在卢成老家隔壁住着李奶奶。李奶奶育有3

子，然而命运多舛，大儿子早年因病去世，小儿子

天生智障，生活自理能力有限。随着年岁的增长，

李奶奶的身体状况也日渐衰弱，按照家庭协议，她

由二儿子夫妇赡养。但时间长了，二儿子夫妇对李

奶奶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但照顾不周，有时

还恶语相加，李奶奶感到十分心寒和无助。

　　得知这一情况后，卢成、蓝连青夫妻主动介

入，决定帮助这个家庭解决矛盾，恢复往日的和

谐。蓝连青夫妇分别与李奶奶、二儿子夫妇进行了

深入的沟通，倾听各方的诉求与不满。在与二儿子

夫妇的交流中，卢成耐心引导他们认识到赡养老

人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更是道德上的责任。蓝连青还分享

了许多关于孝顺老人的正面案例，强调了家庭和睦对个

人幸福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他们行为中不当之处，鼓

励他们换位思考，理解老人的不易。经过多次协商，最终

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奶奶搬去与大儿媳同住，二儿子夫妇

承诺定期给予经济支持，并在节假日与家人一同探望李

奶奶。

　　卢成是瑶山歌非遗传承人，在运用这一民族特色技

艺开展普法工作中，夫妻俩动了不少脑筋。他们把乡里会

唱瑶山歌的乡亲集中在一起，成立了瑶山歌艺术团，并多

方收集散落民间、内容单一的瑶山歌，根据现代文化特点

进行提升，把瑶山歌变成具有固定曲谱、随文可唱、词韵

合拍的民间音乐，分为四声部吟唱、二声部对唱和个人独

唱，每四句一节，每句五字，首尾共韵，错落有致，形式优

美，韵律和谐，使山歌的曲调唱腔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夫妻俩还根据镇圩乡居民以瑶族为主体，壮、汉、苗、

侗等多个民族杂居的特点，编写瑶话普法山歌，将法律法

规、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家风建设、孝道文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乡风文明内容融入瑶山歌创作中，还结合

瑶山鼓声的振奋性、鼓点节奏的可舞性等特点，编排瑶山

鼓法治舞蹈，融入晨练和广场舞之中，让乡亲们在欢快舒

畅的鼓点舞步中，既体验健身的快乐，又获得法治的

感悟。

　　近年来，瑶山歌艺术团多次参加国家、自治区和市

里各级各类表演，频获大奖，大放异彩。一只瑶山鼓，一

曲瑶山歌，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人法治宣传的有力工具，

“非遗+普法”传递法治声音、讲好法治故事的新模式，

让法治宣传教育更接地气、更有生气、更凝人气，成功架

起了民族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法治文化相融合的桥梁。

  图① 卢成、蓝连青夫妇（左三四）在“上林普法市集”主题普

法宣传活动现场教授普法瑶山歌。

  图② 卢成、蓝连青夫妇（右二三）向群众宣传民法典知识。

 黄银珠 摄  

□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郑成波 张敏

　　

　　“初心、专心、公心、耐心、贴心。”近

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舒德强110工

作室”，贴在墙上的110接处警“五心”工

作法尤为醒目。

　　2023年，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茅店派出所持续推

进“两队一室”（即综合指挥室，社区警务

队、执法办案队）警务机制改革，在警务站

工作5年的舒德强转岗至派出所综合指

挥室。

　　舒德强紧扣“派出所主防”工作理念，坚

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在早、在现场。今年

以来，他在处警现场化解矛盾纠纷660起，成

功率达90%。

“聆听也是一种有效的处警方式”

　　“110吗？我在网上购买游戏账号被骗了

500元。”一个周末晚上，值班中的舒德强接到

高中生报警。他迅速赶到现场，将相互埋怨的

母子俩带回派出所做笔录。

　　凭直觉，舒德强感觉这个家庭教育有问

题。回到所里后，他把高中生叫到一旁。“妈

妈身体不好，家里氛围太压抑，我就想通过

打网游缓解一下压力，也可以挣点钱，补贴

家用。”默默地倾听高中生的讲述，身为一个

初 二 学 生 的 父 亲 ，舒 德 强 有 心 帮 帮 这 个

家庭。

　　舒德强帮高中生捋了捋人生规划，并在做

笔录间隙，与其母亲就孩子教育与陪伴问题进

行真诚交流，纾解她的焦虑情绪。做完笔录，舒德

强加了这位母亲的微信。“跟儿子闹矛盾，就跟我

聊聊。”舒德强开着警车送母子俩人回小区，在离

小区还有800米远的位置停了车。

　　“你们下车慢慢走回去，在路上聊聊天，说一

说自己心里的想法，都别憋在心里。”40分钟后，舒

德强收到这位母亲的信息：“刚才跟儿子聊了一

路，发现他真的长大了，有责任感，有担当。谢谢你

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聆听也是一种有效的处警方式。”舒德强说，

以前在警务站接处警时，时间紧、任务重，没法做

到面面俱到，“现在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行后，时

间和精力充裕了很多”。

　　每当处理夫妻感情、子女教育等家庭纠纷警

情时，舒德强总会给当事人“倾诉”的时间和空间，

再从自己作为父亲、家长、儿子等角度去分析，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尽最大可能现场调解”

　　茅店派出所辖区面积20平方公里，由38个居民

小区和7个大学科技园区组成，实有人口45万余人，

日均接警量50余起，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2023年7月，茅店派出所结合辖区特点，以“情

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为牵引，探索成立了集便民

服务、110接处警和矛盾纠纷调解融为一体的“舒德

强110工作室”。

　　今年8月，茅店派出所辖区一小区业主陈先生

气愤地找到舒德强，称物业修理树枝，将他的车损

坏。舒德强到达现场后，仔细将树枝落下的位置与

车辆受损部位对比，初步判断两者应有关联。他随

后调看监控视频，发现工人将树枝剪掉后，举止有

些慌张，并在车辆周围来回走动。据此，舒德强向

物业方提出疑问，当事人最终承认过失造成车辆

损坏的事实。经调解，物业方向陈先生赔付600元修

车费。

　　“经济、债务和劳资类的纠纷警情具有事发突

然、过错不清等特征。”舒德强介绍，在处置此类警

情时，他从不先提处置结论，而是多提处置建议，

有理有据有节，阐明法律责任，满足调解条件时，

尽最大可能现场调解。从警6年来，舒德强接处警

总共14000余起，无一起有责投诉。

“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走进“舒德强110工作室”，只见抽屉里整齐地

摆放着7本警务工作日记，详细记录着每一次接处

警的处置流程。舒德强结合工作实践，编写的各类

接处警规范心得17万字，录制的《今日接处警》微

课堂视频资料有16G。

　　“他很有钻研精神，特别是在新警务理念引领

下，他积极探索出精细、规范且务实的工作机制，

将创新的警务模式主动赋能实战，让我们的警务

更接地气、平安更有底气。”茅店派出所所长张智

明对舒德强称赞不已。

　　11月3日晚，群众报警称，辖区某小区北门有人

聚集扯皮。到达现场后，舒德强发现一外卖员正激

烈地与门岗保安争吵，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

生肢体冲突，舒德强和辅警立即上前，将双方隔

开，待大家情绪平稳后，再请他们说明情况。

　　原来，外卖小哥因赶时间，不小心撞在道闸门

上，导致闸站无法正常运转，协商不成后双方产生

争执。

　　“扯皮花这么多的时间划得来吗？这么晚了，

也 不 好 去 找 人 维 修 ，留 下 电 话 ，明 天 白 天 再

谈……”舒德强一番合情合理、不偏不倚地劝说疏

导后，双方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这类警情常常只是双方当事人为争一口气，

现场处置时，必须果断，不能拖泥带水，防止事态

的扩大化和矛盾的升级。”舒德强说，调解时要注

重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即使不能完全

一致，至少达成阶段性协议。

　　从警以来，舒德强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两次，获评武汉市“百佳公务员”“最美基层民

警”“武汉楷模”等荣誉称号，受聘为武汉市公安

局、东湖高新区公安分局11 0接处警实训专职

教官。

王翔：有尺度有温度的“绿色修复师”

舒德强：将纠纷化解在处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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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舒德强（左一）调解纠纷。

　　图② 舒德强（左一）对当事人释法

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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