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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欢 刘志月
　　
　　从全县有吸毒史人员最多到复吸率全县
最低。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社区戒毒
康复中心主任游姣，现在越干越有信心。
　　游姣的底气，来自全县各单位的紧密合
作，更来自湖北省狮子山强制隔离戒毒所、省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省未成年人强制隔离
戒毒所及咸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专业指导
和强力支撑。

　　“每年，四家强戒所的工作人员都会定期
回访我们社区戒毒（康复）学员，为他们提供心
理支持、帮助消除误解和障碍。”游姣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这种“所地”合作与资源共享，为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打造了一个更加完善的
支持系统。
　　从鄂东小镇鱼岳到繁华都市、广袤乡村，
这样的支持体系，正在湖北全面构建。
　　“我们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强制隔离戒毒
为主体、以戒毒康复和后续照管为两翼的‘一

体两翼’工作布局，一体推进所内戒治向所外
延伸，持续提升教育戒治工作质效，努力开创
湖北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现代化发展新局面。”
湖北省戒毒管理局局长戴智文说。

科学促戒治

　　“我想试试。”熊某主动报名参加演讲比
赛时，管教民警高晗注意到，他眼中跃动
着光。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方艳婷 孙榕曼
　　
　　江南烟雨轻柔，南孔家庙的古老砖瓦浸润着千年儒风。在“东南阙里、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城市文化基因正焕发新生，以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方式影响着大家的行为举止。
　　南孔文化浸润下，“礼”一直根植于衢州人心中。“换位知礼架设沟通
桥梁、典故明礼唤醒情感共鸣、法理融礼寻找情法平衡、践诺达礼促进自
动履行、源治育礼推进类案预防、自治守礼培育文明自觉”，如今，在浙江
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有礼先行”六礼工作法的治理智慧正化作法
治春雨，激荡出和谐乐章。
　　柯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卫民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六
礼工作法是基于地域特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该工
作法以传统礼治智慧为根基，以现代法治精神为指引，通过六个递进式环
节构建起‘情理法交融、防调治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形成‘纠纷化解即
法治教育’的多元解纷模式，深度赋能基层治理。”

以礼换心：阡陌之间的心桥架设

　　“老张，你看，这是你20年前签的土地流转协议，当时四至标注确实不
够明确。”4月17日，航埠镇调解室里，调解员陈书荣将泛黄的文书轻轻推
至老张和其邻居面前。面对因8平方米土地边界而僵持不下的邻里，陈书
荣指着协议中模糊的边界线说：“你们将心比心想想看，若是按‘寸土必
争’的方案砌墙，你们门口过道估计窄得都错不开身。”
　　见两位邻居神色松动，陈书荣顺势提议：“双方何不各退半米？
既保通行便利，又全二十年邻里情谊。”原本剑拔弩张的两位邻居不
好意思相视而笑，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围墙往后退半米，共同维护公
共通道。航埠法庭李晓慧法官也对该调解协议的可实施性和合法性
进行确认。
　　这样握手言和的场景正是柯城法院六礼工作法在个案中的生动实
践——— 通过“换位知礼”将“对抗式争执”转化为“共赢式协商”；以“典故明礼”唤醒情感共鸣，援
引“六尺巷”历史故事阐释“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处世哲学；用“法理融礼”平衡情法关系，对照相
邻权条款明确权利义务；通过“践诺达礼”将“口头约定”转化为“行动共识”，以调解协议为基础
推动当事人兑现承诺。

以礼弘法：僵持之中的破局智慧

　　“你店里的状况还不允许消费者说了？我发帖提醒大家避雷有什么错！”1月21日，荷花街道
有礼调解室内，一起由某社交平台内容传播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吵得不可开交。小甲在某社交平
台账号发布贬损小乙声誉的帖文并附其照片，导致小乙经营的店铺客流量下降、社会评价
受损。
　　“网络不是情绪宣泄场，每台电脑的背后都是鲜活个体”，法官徐奇琦和调解员从法
理和情理入手，对“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进行阐述，并详细阐释网络侵权需承担的法律责
任。终于，原本扬言“要全网发帖抨击”的激烈对峙，转变为“愿意公开赔礼道歉”的握手
言和。
　　此类案件中，僵持之中的破局，既需精准落子的法理锋芒，也需方圆之间的礼序智慧。
　　“电路埋设深度大、覆盖区域广，若全面返工需拆除多面墙体，成本高达数万元。”2月8日，
柯城某装饰公司与李某陷入“全面返工”与“拒付尾款”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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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胡特旗
□ 本报通讯员   盛景春
　　
　　清晨六点，遵义会议会址的木质窗棂
滤过晨光，落在95岁胡智义手中的搪瓷茶
缸上。老人摩挲着泛黄的警官证，目光停驻
在展柜里的马灯上，喉结微微颤动：“1952年
报到时，老所长说‘守住会址的夜，就是守
住百姓的梦’。”
　　这份晨露中的独白轻拨时光齿轮——— 75
年前，19岁的胡智义提马灯踏过石板路，昏黄
光晕里会址飞檐依稀；2024年清晨，24岁新警梁
雨珂的巡逻终端闪烁微光，沿红色地标核心
圈步步丈量。两代民警的身影在晨光中叠印，
他们的每一步都沿着圣地砖石纹路，在时光
经纬里编织跨越时空的守护长卷。
　　作为圣地“守护者”，这支自1949年一诞
生便肩负特殊使命的队伍，在3.4平方公里的
辖区内，既有遵义会议会址等红色地标群的
历史厚重，也有5.92万户籍群众的平安期盼。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公安楷
模”集体、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以及被公安

部命名为“一级公安派出所”……一项项荣誉
见证着这支队伍的成长足迹。75年来，贵州省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
所始终以红色精神为根脉，让新时代“枫桥经
验”在转折之城深深扎根、枝繁叶茂。
　　“守护遵义会议会址这片红色圣地，确
保红色地标安全，是派出所首要政治任务！”
第18任所长宋涛的话掷地有声。作为全国唯
一以红色历史地标命名的基层派出所，在栉
风沐雨的75载守护中，始终将政治责任深深
镌刻进警队基因。从传统巡逻到构建覆盖全
域的智能防控网络，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
的是对圣地“万无一失”的忠诚坚守。
　　前不久，北京游客孟某将装有证件和
降压药的背包遗落在车上，焦急地向派出
所求助。民警通过“贵警110”平台联动交通
监控，15分钟内锁定车辆并寻回背包。当孟
某收到完好无损的背包时，激动地写下感
谢信：“人民警察爱人民，老区警察的热情，
让我看到了红色圣地的温度！谢谢你们！”
　　这份高效与贴心，源于该所深耕多年
的基层治理体系——— 将红色精神深度融入
基层治理，以“舒心、暖心、顺心、省心、开
心”为民服务理念为内核，创新打造“红城

义警”“会址先锋服务队”等特色品牌。通过
整合社区志愿者、商户业主等多方力量，派
出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
务提质增效，实现了红色教育与警务工作
“双促进、双提升”。
　　如今，这支队伍持续深化警网融合，完善
“多所联动、警调衔接”多元调处机制，依托
“两队一室”改革和“贵警110”平台赋能实战，
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红色圣地结出丰硕果
实。数据显示，红色地标核心圈已连续75年保
持零事故、零发案。而“三店三员”服务先锋品
牌通过建设“一站式”集成通办“旗舰店”、24
小时服务“体验店”、延伸游客服务“便利店”，
引导民警争做“红色文化宣传员”“社情民意
联络员”“解忧扶困勤务员”，更让派出所成为
群众口中“家门口的贴心卫士”。
　　“信念如磐，岁月为证。今天，革命历史
中的精神力量，已经转化为人民公安接续
奋斗的昂扬斗志，转化为抓好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
我们正努力以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成绩，擦
亮‘平安底色’，提升‘幸福成色’，为中国式
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安全屏障。”遵义会议
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说。

助强戒人员免走“回头路”
湖北“一体两翼”推进所内戒治向所外延伸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75载守护红色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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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勘验一起土地纠纷案的
现场。 张鸿曌 摄  

□ 本报记者   郭君怡
□ 本报通讯员 敖立斌 李世鹏
　　
　　六月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春意姗姗来迟。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
的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沉睡一冬的兴安
杜鹃被暖阳唤醒，一夜之间漫山遍野披上绯
红云霞。
　　这里的杜鹃被誉为“中国最晚绽放的春
花”，每年吸引近万名游客慕名而来。当游人
的镜头聚焦在这片姹紫嫣红时，一抹抹“警察
蓝”早已悄然融入花海——— 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林公安局毕拉河分局民警们用脚步丈量33
万亩景区，以全天候守护为“北国第一杜鹃花
海”增添平安亮色。
　　“往年游客挤在观景台拍照，常有儿童走
散、老人滑倒的情况。”毕拉河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洪海指着无人机监控画面介绍。
　　今年杜鹃花盛开前，分局牵头成立由公
安、林业、应急、文旅等部门组成的“护花联
盟”，将5个核心赏花区划分为12个网格，明确
26张风险防控清单。此外，分局还创新推出
“护花使者”行动，10名青年民警化身“移动服
务站”，随身携带急救包、暖宝宝，还在警务室
加装“便民服务箱”，免费提供应急药物、雨伞
等物品。
　　来自吉林的游客刘大姐笑着说：“现在
推开窗就能看见巡逻警车，住在这里特别
安心。”

　　“小朋友，这个杜鹃花签送给你，但是不
可以摘真花哦！”在达尔滨罗景点，民警肖海
涛蹲下身，给8岁的小游客乐乐送上精心制作
的杜鹃花签。
　　近日，民警苏力得发现游客张某偷偷采
摘杜鹃，他没有立即处罚，而是引导其观察花
朵结构：“每朵花能孕育300颗种子，您摘走的
可能是未来的一片花海。”张某很羞愧，主动
表示要加入“护花”队，成为义务宣讲员。这种
“教育-转化-赋能”的闭环机制，已让23名违
规者转变为生态志愿者。
　　每天清晨，民警巡护至神指峡景区，都会
在茶歇时，边喝着保温杯里的茶水，边在木栈
道上与游客交流：“您看那边乌黑的山头，那
的杜鹃花开得面积更大，还有这几个野猪雕
塑，以前是金色的，可是现在只剩下森林大火
的记忆了……”这些融入茶歇间隙的宣教让
防火知识深入游客心中。
　　15天的花期，毕拉河分局累计投入警力
263人次，开展救助服务52次，调解纠纷两起，
找回失物价值超两万元，实现刑事治安案件
“零发生”。
　　“他们递来的宣传单上都印着杜鹃花，
和警徽一样好看。”广东游客陈先生称
赞道。
　　暮色中的达尔滨湖泛起金色涟漪，最
后一波游客依依不舍走向出口。民警陆翰
程和同事却逆着人流行进，开始了夜间
巡逻。

漫步杜鹃花海，有“警察蓝”相伴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杨帆
　　
　　“四杯茶”调解法、“托阿姆”调解室、巡
回法庭……5月21日是国际茶日，为期两周
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护航云茶芬
芳”主题采访活动就此启程。活动以高质量
司法服务保障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
点，选取富有“云茶”代表性的临沧、德宏、西
双版纳、普洱等知名茶叶产区，全景展现云
南三级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地理标志保护、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多
元解纷、推动全社会共识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与生动实践。

公正司法护航“云茶”芬芳

　　作为全国最大的普洱茶、红茶原料基
地，临沧市茶叶种植面积209.3万亩，产量18
万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临沧成为世界
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伴随临沧大叶种茶的
声名远扬，近年来涉茶纠纷案件数量和办理
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涉茶叶品牌地理
标志、商标等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与地方产
业发展息息相关。
　　2024年4月，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临沧
某茶叶公司发现双江勐库冰岛某茶坊未经授
权，在线上、线下制造、销售带有案涉商标标识
的多款茶叶。诉至法院后，临沧市中级人民法
院邀请市知识产权局专家共同赴被告所在茶
厂进行走访调查，依职权从直播平台后台调取
了被告用案涉商标销售茶叶的相关数据，明确
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计算出侵权所得大致数
额，积极向被告开展释法明理工作。

　　考虑到原被告双方在茶叶经销上有过
合作，有调解的基础，调解结案最有利于修
复双方关系，法官多次做工作，一边向被告
剖析利害，一边解开原告的心结，最终被告
公开致歉，原告同意放弃惩罚性赔偿，调解
协议中的款项很快履行完毕，双方迅速回归
忙碌的春茶季，茶叶销售回到正轨。
　　不只临沧，近年来，普洱、西双版纳、德
宏等地法院立足边疆民族地方实际和茶产
业特点，依托行业部门联动、借力信息科技，
针对涉茶类经营合同、劳务农资、知识产权
等加大类案办理和指导力度，助力涉茶类经
营主体快速维权，着力做实多元解纷。法院
还着力推进行政、司法、村（社区）、协会等多
方各司其职、合力共管，实现“监测预判-预
警提醒-行政指导-源头化解-司法维权-普
法宣传”的闭环模式覆盖全产业链。对生产
经营销售重点环节和中心茶区，以主动送
法、媒体普法、巡回审判、以案释法等多种形
式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以茶为媒让解纷润心明理

　　双江县法院勐库法庭坐落在该县勐库
镇口，每天与茶农茶商打交道、办理涉茶纠
纷案件，是个地地道道的“茶乡法庭”。
　　2024年6月，全省首个“鲍卫忠群众工作
法调解室”在此挂牌。法庭的特色调解品
牌———“四杯茶”调解法依次借鉴了普洱茶
的“萎凋”“杀青”“揉捻”与“晒干定型”工艺，
从“消消气”疏解情绪，为调解营造宽松环
境，到法官厘清客观事实，直指矛盾症结，再
到结合案件特点邀请社会力量参与调解，情
感共鸣促进立场调和，最终通过“司法确认+

回访机制”固化调解成果，“握手言和”修复
当事人受损关系。
　　“做调解工作急不得，得让群众从心里
觉得暖。”在该法庭负责人俸明荟看来，“四
杯茶”调解法的精髓就来自“时代楷模”鲍卫
忠（生前系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2023年被中宣部追
授“时代楷模”称号）做群众工作“将心比
心”。一杯消消气，二杯说说事，三杯谈谈心，
四杯握握手。在“鲍卫忠群众工作法调解
室”，法官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将心比心、“如我在诉”，在案件办理中不断
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将边疆的生态、民族优
势转化为法院发展效能。
　　2022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两级法
院会同州市司法局共同在德昂族群众聚居
的三台山乡出冬瓜村设立了“托阿姆”调解
室，巧妙运用德昂族深入民族肌理的茶文化
与人民法院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实现“以茶
为礼”与“枫桥经验”的完美融合。
　　“托阿姆”，德昂语意为“解纷”。“托阿姆”
调解室，以独具民族特色的矛盾纠纷联合调处
机制，依托“法官+人民调解员”“法官+乡村干
部”调解队伍，高效化解纠纷。德宏州中院刑三
庭庭长杨云梁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矛盾纠纷
发生时，调解员们便提前介入，采用观摩、指导
等方式，提升村民小组调解的效率，让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司法智慧写就产业保护文章

　　2023年9月，普洱市澜沧县境内的“普洱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在景迈山10余年的申遗过程中，古

茶价值不断凸显。景迈山申遗的核心区曾出
现过一起备受当地茶农关注的古茶树争夺
纠纷，原告手持9亩古茶园承包合同，被告却
主张茶园是他的祖先种下，多次抢摘这里的
古茶树鲜叶，双方协调无果，调解不成，原告
只好起诉至法庭，要求被告停止侵权。
　　如何以案释法，形成示范效应，让世居
此地的茶农明晰权属的边界，成为澜沧法院
迫在眉睫的责任。承办法官通过实地勘查，
迅速查明案件事实，邀请当地村组干部、民
族长者一起参加调解，被告终于认识到自己
的行为违法，双方现场达成赔偿协议并执行
到位。
　　自申遗以来，为从源头减少纠纷，澜沧
法院在惠民镇景迈村和芒景村设立了两个
巡回审判点，挂牌成立两个“环资审判多元
共治工作站—景迈山古茶林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服务点”，研究景迈山古茶林保护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需求和规则适用，以司
法建议、法院调研报告等形式提供法治动态
和决策参考。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
镇沅县片区内分布着两万多亩野生茶树群
落，胸径5厘米以上的野生茶树有47万余株。
2023年6月，普洱中院与镇沅县法院在者东人
民法庭共同挂牌成立了野生古茶树群落保
护法律服务点，为身边群众带来了家门口的
法治现场课。
　　在西双版纳两级法院，通过挂牌设立生
态巡回审判点与法律服务保护点，点位毗邻
茶叶种植、加工、交易地带，司法服务辐射茶
农、茶企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司法保护
与茶叶产业生态需求的“地理衔接”。

巧烹“四杯茶” 法护万里香
云南法院构建云茶产业全链条保护闭环模式

　　本报讯 记者徐伟伦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对外通报该院2020年以
来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
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数据
显示，在北京二中院审理的
未成年学员起诉案件中，均
涉及培训费退还，约90%的
案件经判决或者调解由教育
培训机构退还全部或部分培
训费，诉请金额得到全部支
持的比例达40%。
　　据介绍，2020年1月至2025
年4月底，北京二中院共审结
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二审案件
567件，其中未成年人作为诉讼
主体的案件47件。在这47件案
件中，相关案件争议焦点多集
中于合同解除后预付培训费
应否返还以及返还标准，其中
对已提供服务的价款按“原
价”还是“折扣价”计算争议较
大，部分培训合同对于退还剩
余培训费的条件、退费计算标
准等事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清楚、不明确。
　　对此，北京二中院建议，
培训合同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得约
定“概不退款”等违法违规内
容，要采取合理方式对免除或
减轻机构责任等与学员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进行提示

说明。培训机构应当提供符合约定标准的培
训服务，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师资力量、
教学场地等，保证教育培训质量，并与学员
建立清晰透明的课时消费记录机制。
　　法官提示，与教育培训机构订立合同时，
学员家长应重点关注课程优惠、有效期限、转
让、终止服务、退费、违约责任等条款；接受教
育培训过程中，需注意留存历次消费记录，同
时注意保留与教育培训机构沟通的记录。
　　北京二中院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
强教育培训机构动态监督及日常监管，通
过完善并推广合同示范文本、实施常态化
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源头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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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安徽省砀山县公安局良梨派出所民警来到园艺场油桃交易市场，开展巡逻防控与走访宣传，向果农及外地客商普及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知识，讲解交易中的注意事项，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图为民警向果农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本报通讯员 张广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