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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中全
　　
　　“从祖国东北到雪域高原，再到西北边陲，我的
选择源于双重身份赋予我的初心……”2025年7月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
者见面会上，来自吉林的党员律师刘沫含的话语，
让所有人看到了一位基层法律人跨越万水千山的
坚守。
　　刘沫含放弃城市舒适的工作环境、连续数年扎
根边疆，因事迹突出，先后荣获“日喀则市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司法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
范”“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律师
行业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还被《法治日报》
评为“2022年度法治人物”。

雪域高原播撒法治种子

　　1984年出生的刘沫含，大学毕业后本有一条清
晰的职业路径——— 在一线城市做一名律师，平台优
渥、前景光明。但2019年工作群里一则司法部援藏
律师招募通知，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别冲动，可入党时在党旗
下的承诺总在耳边回响。”刘沫含没多想，第一时间
报了名。当年7月12日落地西藏，当她抵达吉林省对
口援藏地——— 海拔3844米的日喀则市时，来不及看
一眼高原的蓝天白云，就扎进了法律咨询、文书代
写、案件代理、普法宣传的忙碌中。
　　刘沫含定点援助覆盖的高海拔县区是仲巴县，
平均海拔5100多米。每月至少一次的下乡，10小时
山路颠簸，氧气瓶成了车里的“标配”。高原从不会
对谁格外温柔，普法途中突然晕倒、庭审时边吸氧
边辩论、深夜被鼻血呛醒……长期低压低氧让她的
心肺脾不可逆增大，身体机能下降，甚至患上甲减。
但每当想起那位藏族老奶奶，她便浑身充满力量。
　　那次为老奶奶的女儿办完法律援助，老人攥着
她的手，用藏语反复说着“拉图祈（谢谢）”，眼含热
泪用额头轻触她的手背——— 这是藏族人最隆重的
致谢礼仪。
　　“那双手布满老茧，却暖得能焐热人心。”刘沫
含说，那一刻她懂了，自己播撒的法治种子，正在高
原生根。
　　四川籍农民工邱某被电击致终身残疾时，家里
正等着他寄钱给老人治病、供孩子上学。雇主、发包
方互相推诿，邱某拄着拐杖在寒风里奔波了数月未
果，来到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刘沫含接案后，连
续加班走访，了解情况，固定证据，据理力争，最终

为他争取到76万余元赔偿。
　　“你是我的恩人！”邱某送来的锦旗上，烫金的
字被他的手摩挲得发亮。
　　2020年7月，原定一年的援藏期满，同去的律师
都回了内地，刘沫含却递交了续签申请。2021年7
月，她再次续签。当第三次告诉父母自己的决定时，
母亲的筷子顿了顿，没说话；父亲放下碗筷，默默走
进了房间。
　　“重阳节那天，在亲戚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母亲
胳膊上打着绷带，腿上打着石膏，我当场就哭
了……”原来母亲骨折手术已经做完一个月，怕她
分心一直瞒着她。刘沫含对着电话哽咽，母亲却在
那头笑：“没事，妈好着呢，你安心工作。”
　　3年援藏，日喀则的景点她几乎没去过。
　　“听说林芝的桃花很美，但3年中一次没看过。”
她总说：“先把活儿干好，风景不会跑。”

伊犁河谷浇灌法治之花

　　2022年7月，当刘沫含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选择去新疆巩留县时，身边人又

一次“看不懂”：“刚从高原下来，又要去边疆？”她却
笑言：“法治阳光不能只照到日喀则，也得洒进伊犁
河谷。”
　　巩留县地处天山脚下，汉、哈、维、回等多民族
聚居。“这里的群众太需要法律服务了，但非常缺少
专业人才。”刘沫含到岗第一件事，就是跑遍全县8
个乡镇的村屯，记下密密麻麻的民情台账：“塔斯托
别乡的哈萨克族牧民常因草场边界起纠纷”“东买
里镇的农民工讨薪难”“孩子们的法治课太少
了”……针对这些问题，她开出“三张药方”——— 培
育“法律明白人”、当好法治副校长、守好公共法律
服务大厅。
　　在“法律明白人”培训课堂上，刘沫含总爱用家
常话讲法。“比如讲家暴，我就说‘拳头不是家法，法
律才是靠山’；讲合同，就拿牧民卖牛羊举例……”
刘沫含的课总是座无虚席。
　　哈萨克族学员巴丽更吉尼西别克说：“刘律师
讲的都是咱身边事，听完就知道咋用法律护着自家
的地、牛羊和人了。”
　　如今，巩留县200余名“法律明白人”活跃在田

间地头，成了化解矛盾的“活字典”。
　　2023年3月，巩留县第二中学的法治副校长聘
任仪式上，刘沫含接过红彤彤的聘书时，手微微发
颤。“这不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她创新推
出“法治副校长接待日”，每周三下午在学校值班，
解答学生的成长烦恼：有人问“爸妈总吵架怎么
办”，有人说“被同学欺负不敢说”。她还带着动画、
案例进校园，把未成年人保护法讲成“青春盾牌故
事”，孩子们喊她“刘妈妈”。
　　援疆两年，刘沫含办理案件100余件，解答咨询
1000余人次。她的法援日记里写着：“法治的种子，
要埋进泥土里才会发芽。这里的群众需要我多待一
会儿，那我就再留一年。”
　　2023年服务期满，她再次申请延期一年。“如果
人生重来，我还是会这么选。”刘沫含说。

万里征途坚守法治初心

　　如今回到吉林的刘沫含依旧停不下来——— 去
学校讲法治课、给未成年人做法律援助、认领资助
家庭贫困儿童……
　　5年边疆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太多印记：因长
期服药脸部略显浮肿、爬两层楼就喘、面对父母时
眼底藏不住的愧疚。但她说，自己收获更多。
　　“作为党员，我响应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号召；作为律师，我让法治的温度穿越了语言
和地域。”在国务院新闻办见面会上，刘沫含的话掷
地有声。她记得拉某的故事：那个被家暴10余年的
藏族妇女，最初连报警都不敢，在她帮助下学会保
留证据、果断离婚，如今开了家小茶馆，逢人就说
“法律是我的护身符”。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刘沫含说，当看到
农牧民守住了草场、农民工拿到了工资、孩子们眼
里有了光，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如今，她的手
机里还存着藏区牧民发来的格桑花照片，存着新疆
阿姨寄来的哈萨克族刺绣。那些跨越山海的牵挂，
成了她继续前行的力量。

刘刘沫沫含含：：
法法援援志志愿愿者者跨跨越越山山水水传传递递法法治治温温度度

  图① 在西藏工作期间，刘沫含（左一）为藏族老人提供法律援助，老人在庭审现场表达谢意。
刘沫含供图  

  图② 7月8日，刘沫含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国务院新闻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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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李美玲 周琦
　　
　　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东北部，被誉为
“湾区客厅、数智之城”的琶洲，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的热潮奔涌不息。一个穿着警服的身
影，在深夜值班室的灯光下，在风雨交加的调
解现场，在人头攒动的宣传点，23年如一日，
用脚步丈量社区，用汗水浇灌平安，用智慧化
解难题，守护着万家灯火。
　　他是吴伟立，近日获评广州市公安局优
秀共产党员的海珠区公安分局琶洲派出所副
所长。

平安建设“实干典范”

　　2022年6月，吴伟立从职能部门调任到琶
洲派出所担任副所长，分管社区警务队。面对
琶洲高楼林立、人流如织、治安要素复杂的挑
战，如何有效降低警情发生率，为群众守护安
宁？经过深入思考与实践探索，吴伟立精心谋
划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那时，“三车”盗窃问题严重影响群众的
安全感，而仅依靠派出所有限的警力，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吴伟立积极倡导
“警企联动”模式，一家家走访辖区楼宇的物
业和企业，耐心讲解安全防范的重要性，共商
责任分担与合作之策。
  在吴伟立的积极推动下，辖区企业纷纷
响应，出资建设了配备治安岗亭、语音提示系
统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并安排企业内
保力量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招，迅速
填补了治安盲区，让小偷无处下手。
　　“防范工作做得好，比破获案件更有意
义，让群众少受骗、少遭受损失，就是我们
最大的成绩。”这是吴伟立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针对深夜警情高发的酒吧街、食街等
重点区域，他积极整合辖区群防群治力量，
加大巡逻防控力度，同步开展精准反诈防
盗宣传。
  在吴伟立的不懈努力下，近年来，琶洲地
区尤其是写字楼和地铁口周边的盗窃警情持
续大幅下降，平安建设成效显著。

群众身边“忠诚卫士”

　　吴伟立深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也感
受到科技赋能警务工作的强大力量。他积极
推动社区警务队与派出所“最强大脑”——— 合
成作战室之间的高效协同合作。
　　今年6月，霍先生的电动自行车在地铁站
外被盗。接到报警后，吴伟立迅速联动合成作
战室与值班警力，在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精
准分析判断，迅速锁定并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及时追回被盗车辆。
　　为给足群众“时时见警灯、处处见警力”的安全感，吴伟立对社
会面巡逻机制进行了优化升级。他统筹调配18支专职巡逻队，依据
警情分析科学规划巡逻路线，并借助科技手段对巡逻人员进行签
到监督，确保42名辅助力量昼夜交替、高效履职。这套机制运行近
两年，帮助群众找回遗失物品40余件，成功寻回迷路老人、儿童
9人。
　　服务群众无小事。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门牌问题，还是为群
众办理入户证明，吴伟立都事无巨细放在心上落到实处。
　　某大院居民反映，因历史原因无法办理入户手续，生活受到诸
多影响，吴伟立与社区民警一道挨家挨户走访倾听居民诉求，赢得
全体居民的支持与信任，并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成功为该大院编
列正式门牌，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题。
　　近年来，吴伟立指导办理各类门牌及入户证明业务达百余宗，
让服务真正“到家”。

反诈防骗“先锋战士”

　　琶洲写字楼鳞次栉比白领众多，吴伟立将防诈反诈作为服务
群众、守护“钱袋子”的头等大事。他创新思路，让反诈宣传“活”起
来、“潮”起来、“暖”起来。
　　“大水漫灌”不如“精准滴灌”。吴伟立带领民警、辅警深入写
字楼、出租屋，敲门入户，面对面宣防1170人次，电话提醒5200人
次；他统筹印制数万份反诈海报，覆盖辖区企业、小区；制作专门
的反诈宣传函，走进30栋写字楼、2500余家企业；组织反诈宣传
队开展讲座58场，建立反诈微信群120多个。百人以上的大型宣
讲他必定上阵，用生动的案例敲响警钟。目前，辖区接报的诈骗
警情已实现连续3年下降，去年以来，通过预警劝阻，成功为群众
止损240余万元。
　　反诈要深入人心，形式必须新颖。吴伟立策划组织了“羽你同
行，智防诈骗”羽毛球公益赛，将反诈口号融入运动激情：“一拍一
球，一防一诈！羽毛球飞得高，防骗意识要更高！”球友们直呼“过瘾
又长知识”。端午节前夕的“粽子飘香，平安守护”、携手企业举办的
“欢聚无诈日，反诈我在行”等主题活动，紧贴热点，寓教于乐，让反
诈知识在欢声笑语中传递。
　　调解矛盾纠纷，吴伟立也坚持“服务先行”。无论是小区公共设
施使用纠纷，还是幼儿园与物业的矛盾，他都主动介入，耐心倾听，
依法依理调和，将问题化解在萌芽。近年来，吴伟立的足迹遍布琶
洲的大街小巷，累计调解纠纷800余件，走访群众1.3万人次。在他的
努力和带动下，琶洲辖区刑事治安警情大幅下降，“发案少、秩序
好、群众满意”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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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武寒寒霜霜：：
  让让当当事事人人心心服服挂挂念念的的法法官官

投身一线 深耕业务

　　多年来，武寒霜在海事审判一线厚积广学，审
理案件千余件，承办了很多重大疑难案件。
　　2017年3月9日，正在连云港二号锚地锚泊的外
籍船舶“昆山”轮被中国籍船舶“中燃39”轮碰撞，
“昆山”轮及其所载的上万吨无烟煤全部沉没。“中
燃39”轮的船东中国中燃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昆山”轮的船东昆山
公司对“中燃39”轮船东提起赔偿诉讼；货物所有权
人对“昆山”轮船东和“中燃39”轮船东提起另一赔
偿诉讼。
　　3个诉讼包含几十项诉讼请求，涉及的损失和
费用高达4000余万元。材料厚厚摆了几大摞，但大
部分的证据都有争议，还有很多关键资料随船沉没

或需域外调取。
　　面对如此复杂的涉外案件，武寒霜理清思路、
通盘考量，依法指引各方当事人补充证据，最终作
出的多份判决、裁定受到三方当事人一致认可。
　　在审理“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一
案时，因我国法律对国际航行和国内航行的船舶有
不同责任限额的规定，中国中燃公司主张按照较低
的标准确定基金数额，昆山公司主张按照较高的标
准确定基金数额，双方引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产生
了激烈的争议。
　　武寒霜没有为了保护本国公司的利益而选
择适用或擅自解读法律规定。“摒弃狭隘的地方保
护主义才能打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公平、公
正地审理涉外案件才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权威
和公信力。”武寒霜说。她认真研究立法目的及法律
制度的综合设置体系，考量不同解释可能导致的结
果，通过裁定对法律规定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最终，该案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海事审判典
型案例”，为海事司法实践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典
型示范，另外两案均入选辽宁省法院系统精品案
例。近年来，她承办的多起案件先后入选“全国海事
审判典型案例”、中国法院年度案例、辽宁省法院系
统精品案例。

心系群众 如我在诉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的涉船员案件数量多、影响
广，很多船员不懂法律常识，缺乏证据意识，无力通
过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武寒霜曾接待过一位船员。他不知晓雇主的真
实姓名，也无法提供雇主的联系方式，没有任何证
据，只是满怀期待地来到法院，盼着法官帮他讨薪。
　　看着其他窗口的当事人在预交诉讼费，这位船
员说：“我家是甘肃的，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每天住在火车站呢。我没钱交诉讼费，你们能不能
让船东今天把钱给我？”“大叔，您不知道雇主的姓
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没法给您立案。”船员大叔愣愣
地看着武寒霜，眼里充满了失望。
　　类似的一幕幕，让武寒霜既着急又难过。必须
找到一种模式让这些“打不了官司”“打不起官司”
的当事人，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带着这种使
命，武寒霜多次调研走访，探索建立了“法院＋人民
调解＋法律援助”的解纷模式，邀请人民调解员入
驻法院，就地为讨薪船员等进行调解。众多船员空
手而来，拿着工资满意而归，对法院的“一站式解
纷”赞不绝口。
　　有一天，武寒霜接待了聋哑人张某。艰难地沟
通后，得知他被骗用贷款购买了一条“三无船”。武
寒霜先联系公共法律服务律师为张某提供法律援
助，又请大连市聋哑学校的老师进行手语翻译。诉
讼因举证不能而失败，张某激动地表示，无力偿还
贷款就无法面对家中待产的妻子，要与卖方动武。
武寒霜向当地政法委汇报此事，奔走于公安机关、
村委会和司法所之间。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帮助张
某拿回了购船款。为此，张某亲手写了表扬信，感谢
法院从诉前、诉中到诉后的“一站式”服务。
　　看着当事人满意的笑容，武寒霜眼中闪烁着喜
悦的光芒。
　　“我们倾注了多少心血，当事人就能感受到多
少司法的温度。只要心中装着群众，努力做到司法
便民、利民、惠民，我们的付出就会让人民群众收获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寒霜坚定
地说。

驻村扶贫 关爱民生

　　2016年，武寒霜主动申请到偏远的朝阳市五营
子村担任第一书记。她带领驻村队员钻进闷热的蔬

菜大棚里、坐在村民家的炕头上，面对面了解村民
的急难愁盼。
　　五营子村降水稀少，十年九旱。为了走出缺水
的困境，武寒霜为村里争取到了打井项目，每天
到现场跟进施工进度。当清凉的井水从管道倾泻
而出，村民们欢声雀跃。此举解决了五营子村120
口人饮水、400亩农田灌溉的问题。为了帮助贫困
户实现精准脱贫，她又联系售卖小米等农产品，
引进庄河大骨鸡养殖项目，让村民看到了勤劳致
富的希望。
　　辽宁西北的冬天寒风呼啸，武寒霜把春节物资
送到每一位贫困户手中，为他们带去党的温暖。
　　“丽丽（化名），我们来给你送毛线了。”“啊，啊，
啊……”一个小姑娘坐在炕上，嘴里发出欣喜的声
音，张着双臂迎向武寒霜。原来，丽丽出生就患有脑
瘫，不能正常讲话，也不能上学，最大的爱好是手工
编织毛线。武寒霜常常去看望她，鼓励她锻炼下地
走路。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军人
遗属。每次告别的时候，她都拉着我的手，步履蹒跚
地送出大门，久久不愿离开，这些人跟我的家人一
样。”武寒霜动情地说。驻村期间，武寒霜连续两年
被评为辽宁省定点扶贫先进个人。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武寒霜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人民法官的价值追
求，用担当和奉献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
本色。

　　图① 武寒霜（中）在一起涉外船舶污染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中开展调解工作。
　　图② 武寒霜（左二）登轮扣押船舶，通过诉前
财产保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

大连海事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张国强 韩宇
　　
　　“武法官，几年来，我一直想感谢
你，但是丹东离大连有点远。我正好来
大连办事，这是我自己种的樱桃，送给
你尝一尝。”老张说道。
　　武寒霜只从满箱樱桃中取出一颗，
其余的坚决让老张拿了回去。虽然一颗
樱桃很小，但这份情谊却是沉甸甸的。
　　让老张挂念的“武法官”——— 武寒
霜，是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四
级高级法官。老张是几年前一起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原告。当时，老张提
出的多项赔偿请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
定。为了还原案件事实，武寒霜专程前
往原告居住地丹东调查取证，最终作出
了公正判决。宣判以后，老张对武寒霜
说：“我服判！您为了我的事特意跑了几
百公里，公平公正地调查取证，我相信
您，相信法院。”
　　在海事审判岗位工作18年，武寒
霜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清正
廉洁、公正不阿，曾获评“全国模范法
官”“辽宁省优秀法官”等称号，荣立
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2023年，
武寒霜的事迹在辽宁第五届全省政法
系统“榜样力量”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被
精彩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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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吴伟立在迎春花市执勤。
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