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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晨熙

　　“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教
师。”近日，四川省泸州市的
雷女士因右脚掌缺失安装
假肢，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人员体检中被判定不合格，
其教师梦受阻，引发广泛关
注与讨论。
　　因右脚掌先天性畸形，
雷女士自小便依赖假肢行
走，日常生活、学习均无障
碍。然而，根据当地现行的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
检办法等相关规定，肢体有
明显残缺，影响功能者，如
短臂畸形、断腿、双手拇指
残缺或手拇指健存其他四
指残缺，或者一肢体不能运
用者（包括装配假肢）等情
形，均被视为不合格。
　　雷女士被拒于教师岗
位之外，看似确有相关规定
依据。但残疾人保障法明确
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
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
权利；在职工的招用、转正、
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
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
当地执行的相关规定被质
疑与残疾人保障法精神相
悖，亟待修改。
　　梳理以往报道不难发现，类似雷女士这
样因身有残疾而无法拿到教师资格证的现
象并非个例。此前“重庆残疾女硕士因体检
未获教师资格认定”“无臂乡村教师代课18
年无法转正”等情况，都曾引发舆论热议。
　　教师体检的原意是为了保障教师胜任
岗位工作，随着医学技术不断进步，一些残
障人士可以借助辅助工具，将从事教师职业
的“不便”降到最低，不应再以“传统标准”一
刀切来评估残障人士能否胜任教师职业，而
是应通过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个体评估机
制来判断申请人是否具备教学能力。且从残
疾人保障法中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出发，只要残疾人有能力胜任教学工作，就
不应被拒之门外，否则可能涉嫌违法。
　　对于滞后规定要当改则改。当前，已有
包括广东等地对教师资格体检相关规定进
行了修改，对于部分肢体、视力及听力等残
障人士从教取消了相关限制，保障了这一
群体平等就业的权利。
　　全国各地应严格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等
相关法律规定，尽快清理、修订存在歧视隐
患的教师资格体检条款，在保障教师职业要
求的同时，更好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
最大限度避免出现制度层面的就业歧视。要
让“教育公平”不只体现在学生身上，也体现
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准入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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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朱宁宁 4月2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协办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
设”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的开题论证会。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
法院、地方人民法院等实务界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等
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法学研

究会会长张鸣起在致辞中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平台用
工、远程办公等新型用工模式迅速发展，带来劳动关
系认定模糊、休息权和安全权落实困难、隐性加班、数
据风险加剧、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集体协商和工会
作用也受到冲击，必须深入剖析新问题，精准制定对
策。应加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覆盖新就业
形态的劳动法治体系；探索与新型用工相适应的治理
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创新集体协商方式，切
实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郑功成在发言中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保障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直接关系到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劳动关系
的变革，必须突破原有制度安排的局限，建设更加适
应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劳动保障体系。新业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利益，更关乎整体劳动
群体的基本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
尤其需要基于中国经验，推动学科自主发展，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在致辞中
指出，在讨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时，必
须看到技术中立表象背后的刚性控制效应，不能停留
在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想象上。必须回应新的制度需
求，推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
自主知识体系。研究过程中，要兼顾最终成果和阶段
性成果，既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也提出针对性强、可
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治国理政方案。
　　研讨会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

究”项目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娄宇介绍了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目标，并从法理依据与
宏观制度、立法保障、行政执法保障、司法保障、社会
治理保障五个方面介绍了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讨会分设五个单元，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权益保障的法理依据与宏观制度”“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权益的司法保障研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
立法保障研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行政执法
保障研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治理保障
研究”，与会人员进行了充分探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召开

□ 本报记者      张    冲
□ 本报通讯员  姜兆函  文/图

　　北国鹤乡，文脉绵深。在黑龙江省西部历史文化
名城齐齐哈尔（又称鹤城），非遗司法保护正书写着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法治篇章。这座拥有“国际烤肉美
食之都”称号的北疆重镇，以司法智慧破解非遗“保
护难、传承难、发展难”困局，为齐齐哈尔烤肉、北大
仓传统酿制技艺、富裕老窖酒传统酿造技艺、达斡尔
族木库莲、抹黑习俗等21项国家及省级非遗项目构筑
起立体化法治屏障。

破解烤肉产业知识产权困局

　　“齐齐哈尔烤肉”如今已从一道地方风味升华为城
市金名片，齐齐哈尔烤肉全产业链规模已于2022年崛
起成为200亿元的富民支柱产业。这缕穿越万年时光的
烟火，自新石器时代便在北疆大地点燃——— 蒙古族纵
马草原的豪迈、达斡尔族渔猎山林的智慧、鄂温克驯鹿
民族的灵性、鄂伦春桦皮文化的质朴，都在炙烤技艺中
交融出独特风味。
　　如今在这座“国际烤肉美食之都”，3000余家登记
在册的烧烤餐饮企业星罗棋布，每当夜幕降临，滋滋作
响的烤盘便化作跃动的城市心跳。然而，随着齐齐哈尔
烤肉行业的从业者将“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传播到全
国，涉烤肉商标侵权等相关案件也在与日俱增。
　　为进一步加强齐齐哈尔烤肉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持续擦亮“国际烤肉美食之都”城市名片，2024年，
齐齐哈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工商联共同成立鹤城烤肉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并联合出台《关于共同推进齐齐哈尔烤肉品牌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共七方面十项内容，全面完善了行政执法和司法有
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合力构建鹤城烤肉品牌
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
　　当非遗技艺遇见现代法治，当炭火香气融合司法
智慧，“齐齐哈尔烤肉”这块金字招牌，正在司法护航下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为全国传统美食产业知识产权保
护提供了可复制的“鹤城方案”。

全链条守护百年酿酒技艺

　　齐齐哈尔酿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云集北大
仓、富裕老窖等知名酒类品牌，其中，北大仓酒传统酿
制技艺传承逾百年，以“四高一长”工艺闻名，是东北高
寒地区酱香型白酒酿造的活态标本，于2009年入选省
级非遗名录。
　　2019年至2020年初，有一批假冒的富裕老窖白酒在
市场销售，经查，被告人贺某某作为富裕老窖酒业经销
商，通过网络联系到被告人李某某，先后向其定制购买
印有“富裕老窖”字样、“桂花”图标的白酒酒瓶、包装物、
瓶盖、白酒挂签等系列白酒包装物共计4000套，并购买用
于密封包装白酒的灌装机和压盖机，再将购买的散装白
酒灌入刻有“富裕老窖”字样的酒瓶，进行密封包装，假

冒富裕老窖35度、38度光瓶系列白酒对外销售。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检联动全环节研判和全链
条梳理，以个案研判为立足点、以取证固证为结合点，
形成知识产权穿透式打击机制，震慑侵害企业知识产
权犯罪，传递“严打击、强保护”的信号，有效保障了地
方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
　　为形成多方协作激活保护合力，2023年，齐齐哈尔
市法院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市场监管局、工
商联成立“齐齐哈尔市酒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联盟”，
签署《酒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框架协议》，并发布首批
酒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6例。
　　在联盟框架下，法院牵头召开酒业知识产权座谈
会，企业代表直言：“过去担心秘方泄露不敢扩张，现在
有联盟‘护航’，我们开门店更有底气了。”

激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作为达斡尔族聚居区，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
族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达斡尔族鲁日
格勒歌舞、乌钦、罕伯岱民歌等国家级非遗项目。近年
来，梅里斯区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通过创新普法宣
传、强化法律保障、深化部门协作等方式，为非遗传承
注入法治力量，助力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达斡尔族抹黑节仅有少数老人能完整讲述仪式
流程，年轻人连‘抹黑’寓意都说不清。”梅里斯区法院
法官在调研中深感忧虑。抹黑习俗是达斡尔族祈求丰
收、消灾祈福的古老仪式，其歌谣、舞蹈、祭祀程序构成

独特文化体系，2021年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面对传承断代危机，法院创新“非遗保护+多元解
纷”机制，梅里斯法院将普法活动与民族传统节日深度
融合。如在达斡尔族“抹黑节”等非遗活动中，法官深入
梅里斯剧场等民俗活动现场，通过发放普法手册、讲解
民法典、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向各族群众普
及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活动秩序维护等法律知识。德婧
作为达斡尔族法官代表，多次通过真实案例解析，让群
众理解法律对传统技艺保护的重要性。
　　从北大仓、富裕老窖等酿酒技艺的传承，到达斡尔
村寨的民俗传承新生，再到烤肉产业的产权保护升级，
齐齐哈尔法院以司法智慧破解非遗保护“失传、失管、
失序”难题。通过司法建议推动制度完善、多元解纷激
活文化自觉、严惩侵权规范产业发展，这座北国名城正
以法治之笔，续写非遗保护的“鹤城答卷”。

齐齐哈尔：司法智慧破解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困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法院创新
“非遗保护+多元解纷”机制，为非遗传承注入法治力量。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文/图

　　90年前，1935年2月4日，恰逢农历正月初一。那一
年，中央红军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过了一个
春节。红军开仓分粮分财物，杀猪分给群众，与当地老
百姓一起度过了一个开心年。这个春节有着特别的历
史意义，是红军中央纵队在长征路上过的第一个春节，
也是唯一一个春节。
　　90年后，2025年2月3日，在石厢子彝族乡红军长征
纪念园，一场“与群众一起过开心年”联欢活动在这里
举行。2025年泸州市“火红的村晚——— 相约石厢子 一
起过春节”的“村晚”活动，聚焦和反映石厢子彝族乡农
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展现着这片红色故土上人们
生活的新变化。
　　90年前的那个春节，是故事的起点；90年后的“村
晚”，是未来的开篇。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集
体采访组来到叙永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红军长征途
中的唯一春节、军民鱼水情深的“开心年”，都让红色成
为叙永永远鲜亮的底色。

和老百姓过开心年

　　地处川滇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石厢子，位于叙永
县城南79公里处（为今石厢子彝族乡政府所在地），这
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场
头，故名“石厢子”。石厢子地处交界处，南与贵州毕节
七星关区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接壤。雄鸡报晓，三省

皆闻，因此，有“鸡鸣三省”之称。
　　石厢子至今还流传着当年红军杀年猪，和老百姓
共度新年的故事。
　　1935年1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
领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
地区。1935年2月3日下午5时许，中央红军抵达石厢子。
当时，地处大山深处的石厢子是一个有400多人的村
庄，75户汉、彝、苗族人家聚居。中央红军抵达后，街沿、
过道、院坝、堂屋都住满了红军。
　　第二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红军召开群众大会，
将没收石厢子两大地主彭正楷、周世成的粮食、衣服等
分给各族群众。红军还把吴家桥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
杀了，分给当地老百姓，和老百姓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丰盛的年饭。
　　在红军长征中，在川南这个偏僻小镇，红军指战员
与当地苗、彝、汉群众共度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唯一一个
春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开心年”。至今，这里还流传
着这样一首民谣：豪绅欠我们粮钱，打开粮仓往外掀；
穷人分得粮和肉，回家过个闹热年！

致敬长征路上春节

　　长征的红色记忆，让石厢子的春节有了深远的注
解和内涵。
　　2024年2月2日，叙永县鱼凫社区作为全国春节“村
晚”示范展示点，一场“长征之春·红色村晚”为老区群
众送上了喜气洋洋、充满年味的文化年夜饭。舞台上，
沉浸剧《石厢子1935》把现场观众带回到1935年的春天，

共同追忆那个难忘的“开心年”。
　　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歌曲，仿佛是时光的纽带，将人
们带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25年2月3日下午，在石厢子彝族乡红军长征
纪念园，一场“与群众一起过开心年”联欢活动在这
里举行。
　　忆红军、说变化……为弘扬长征精神，在当日的联
欢活动上，村民们自编自演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
舞蹈《红红的年》展现了彝族人民欢度新春的喜悦心
情；情景剧《红军年》则通过生动的表演，再现了中央红
军与当地群众共度新春的感人场景，让观众仿佛穿越
回那段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到军民鱼水情深和革命历
史的厚重；主题朗诵《红色故事我来讲》《一封跨越时空
的家书》通过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英勇事迹和感人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

记录新时代的美好

　　尽管当年见过红军走进石厢子一幕的老一辈人大
多已经去世了，但从父辈那里口口相传留下来的红军
故事，石厢子6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能讲述，人们至今
还在追忆1935年之春。
　　如今，走进石厢子彝族乡，红色记忆随处可见。伴
随着历史的厚重感，新时代的气息也扑面而来，乡里的
街道、博物馆、会议旧址、甜橙基地等都装扮一新。
　　青山翠绿，花果飘香，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乡村振
兴有了具体而生动地呈现。红军长征留下的红色火种
在石厢子这片土地上不断燎原，红色历史与奋斗精神

交织在一起，融成这座城的“灵魂血脉”，革命先辈们曾
经畅想过的美好未来在这里实现。
　　近年来，叙永县坚持统一规划，编制《叙永赤水
河流域文化旅游带总体规划》《赤水红色文旅片区旅
游专项规划》，科学指导，推动区域红色旅游产业创
新、协同、共享发展。同时，突出项目支撑，加强与国
家、省级相关上位规划的对接，谋划和包装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不断完善“红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335亿元，实施石厢子红色文旅融合等36个项目，红
色阵地初步建成。
　　2023年4月，叙永县建成红色石厢子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基地，使参观者对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战略、方
针政策和相关法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025年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胜利90周年，叙
永将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生根发芽的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不断激励着新时代的
叙永人奋勇前行。

叙永：中央红军长征中唯一一个春节在这里度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长征过石厢子旧址。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家住甘肃省庄浪县南湖镇北关村的张军结束了外
出务工，原因是张军的父亲因意外导致腰部骨折，半身
瘫痪，生活无法自理。父亲的医疗康复费用、两个孩子的
教育费用、一家人的生活开支，都压在了靠打零工养家
的张军肩上。
　　然而，由于拥有一辆汽车，家庭财产超标，张军一家
被挡在了低保的门槛之外。这辆车，曾是张军努力打拼
的见证，如今却成了他无法获得救助的“枷锁”。对此，庄
浪县民政局在先行给予其4200元临时生活救助金之后，
针对这类问题，通过适当豁免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
困难家庭财产规定，将张军一家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并将其瘫痪的父亲纳入低保范围。
　　“救助工作不是把谁背在肩上走，而是陪着他们一
起，把断了的山路重新接上。”庄浪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
　　得益于日益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无数个像张军一
样的困难群众得到帮扶。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持续深
化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着力增进困难群众民生福祉，不
断提高社会救助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困难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解难事。

困难群众一次办完申请

　　家住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宋强，每周需要进行3次肾
透析治疗，正当宋强一家为医疗费发愁时，镇里的“政策
雷达”提前捕捉到他的预警信息。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
宋强在“龙江民政通”小程序上提交了救助申请。民政、
医疗、住建、电力等4个部门，通过“救助通”智慧平台开
展自动联办，不到一个月，低保、廉租房等多项救助金就
全部到了宋强的账户上。
　　鸡西市对于宋强的救助帮扶，是“高效办成社会救助
一件事”工作的缩影。鸡西市民政局牵头协调住建、医保
等15个部门，汇集基本生活、教育、就业等50项政策，形成
了“社会救助一件事一次办”政策供给清单，在全市76个乡
镇（街道）全覆盖设立了综合服务窗口，将分散在各个部
门不同类型的“单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社会救助一
件事”。申请人只需要“到一个窗口、看一张清单、填一张
表格、走一遍流程”，就可办理所需的社会救助事项。
　　浙江杭州拱墅区的王薇，在确诊重病后的第三天，就

收到了大救助系统预警生成的“一户一策”救助方案；温
州男孩李星，通过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重返校园，在职业
校园里重绘人生蓝图，家中残障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也
得到了上门康复服务和养老照护……浙江“弱有众扶”民
生工程的实施，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有效帮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60岁的俞老伯，家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是一名
三级肢体残疾人，妻子是聋哑人，老两口的生活主要靠
微薄的退休金维持。俞老伯有一手编织竹篮的好手艺，
却苦于没有销售渠道，手艺无法转化为收入，日子一直
过得紧巴巴的。社会救助驿站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俞老伯
的情况后，定期上门探访，帮助他参加农夫集市，并邀请
收购手工竹制品的商家到现场考察。俞老伯的竹篮得到
了商家的认可，顺利签下了协议，俞老伯对自己的手艺
也愈发自信，整个人开朗了不少。
　　“我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俞老伯的竹
篮不仅给家里带来了经济收入，更让他感受到自身的价
值。这正是社会救助的温暖所在——— 不仅解决困难，更

点亮希望，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看到光明的未
来。”吴江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食品园
区，王伟拖着残疾的左腿，在操作台前努力地施展着自
己的“古法手工月饼”技艺。
　　17年低保户的身份，曾让王伟自暴自弃。为了帮助王
伟重拾信心，东胜区通过多种协同服务模式，在罕台镇食
品园区为他提供了全链条兜底代销机会。如今，每天有32
枚古法月饼从他的手作台流向食品园区的供应链，稳定
增收的同时，王伟也重拾对生活的希望，憧憬着“王师傅
古法月饼”能早日出现在更多超市的货架上。

建章立制规范救助程序

　　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注重建章立制，以规范程
序破题。
　　针对基层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无规可依”的问题，福
建省泉州市研究制定了《泉州市民政局关于建立社会救
助“一事一议”机制的通知》，明确了“一事一议”研判的
具体要求，明确乡镇（街道）强化个案灵活处置的7种适

用情形、县级民政部门对共性问题快速反应的4种适用
情形、市级对政策导向有效把握的4种适用情形，强化了
分级评估和分类研判。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陕西省宜川县将原乡
村振兴局扶贫信息监测中心并入民政局，更名为低收入
人口信息监测中心，在乡镇和村级层面，把民政与乡村振
兴两支队伍合二为一，实现了防返贫监测与社会救助网
格的无缝对接。以“融救助”机制为基石，民政部门精准认
定，监测中心敏锐预警，融救助中心按需转介，各职能部
门分类救助帮扶的高效工作机制应运而生。宜川县将8个
部门的17项救助帮扶审批权下放至乡镇，建立“三色管理
服务”机制，将家庭分为“绿色放心户、橙色关心户、红色
连心户”，定期开展动态监测、预警筛查和走访摸排。
　　2021年以来，山东省肥城市全面推开社会化照护模
式，实现从单纯“资金发放”到“精准服务供给”的重大跨
越。立足实际需求，细化分解项目，强化过程管控，健全多
方监管，落实主体责任，力求项目“可量化、可控制、可追
溯、可评价”，形成了“清单明、服务好、工作实、监管严”的
工作特色，切实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里。

（文中张军、宋强、王薇、李星、王伟均为化名）  

各地民政部门持续深化社会救助改革创新

主动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