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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奉节县，5 个来自不同地
域、有着不同经历的青年会聚到一起，
坚守在奉节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
他们因为一张乘坐溜索去村里办案的照
片，而被称为“溜索法官”。5 个年轻人
扎根在这个偏远、艰苦的山区小法庭，
送法下乡、巡回审判、定纷止争，在大
山深处播撒公平正义的阳光，谱写着各
自的美丽青春。

巡回审判是普法

6 月初的重庆市奉节县山区，阴晴
不定。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是雨
点纷飞。

从奉节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出
发，驱车近两个小时，便来到兴隆镇龙门
村。因为刚下过雨，道路有些泥泞。顺着
一条山路走下去，第三人民法庭庭长程政
清与书记员王威、法警严辉找到了被告解
诗万的家。

穿过一侧是猪圈的前院，程政清一行
三人来到解家的后院，这里门庭外空间足
够大，当天的巡回审判就选择在这里开
庭。挂起国徽，拉开“巡回法庭”横幅，从
屋里搬出方桌椅子，一场关于民间借贷的
庭审就此开始。

坐在原告、被告席位上的双方是远方
亲戚。2014 年，72 岁的解诗万向原告借
了 2 万元，打算将居住的房屋进行宅基地
复垦，用国家支付的补偿费用和借来的 2
万元到其他地方购买房屋。不料，因妻子
生病住院，解诗万借来的钱都花光了。而
且，由于政策原因，解诗万家的宅基地不
能复垦，补偿款又化为泡影。此时，欠原
告的钱，解诗万根本无力偿还。眼看两年
诉讼时效就要到期了，原告便诉至法院请
求被告偿还借款。

此次庭审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程政
清在庭审后告诉记者，法庭考虑到被告解
诗万已年过七旬，家庭十分贫困，没有其
他经济来源，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庭审
中，原告自愿撤诉。被告改日给原告另出

欠条，重新约定还款日期。这样的结果，
让解诗万一家松了一口气。

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
更是普法的最前沿。每次巡回审判，都是
一次生动的普法活动。王威在日志中这
样写道：“提高村民法治意识或许没有想
象中那么困难，关键是要动动脑筋，用他
们肯接受、易接受的方式去讲明一些法律
和道理。一个人明白了往往会带动一批
人明白，只要坚持不懈地说下去、做下去，
终究大家都会明白。”

走乡串户山路多

第三人民法庭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奉
节县兴隆镇，管辖包括兴隆、长安、龙
桥、太和、云雾等 5 个乡镇，其中 4 个
为土家族乡。这些地区大多山大坡陡、
谷深路遥。

除了在解诗万家巡回审判的三人，第
三人民法庭还有审判员李明航和舒涛。

这 5 名法庭干警均是“80 后”“90 后”，平
均年龄不到 30 岁。谁也想不到，这样一
支年轻的司法团队，需要面对的是辖区内
10万多村民的司法需求。

“瞧这张照片，那是我在审理一起离
婚案件，由于家庭环境特殊，他们家的小
孩未来怎么办让我很花心思。外出打工
的妻子跟在家务农的老实丈夫离婚，这样
的案件太多了。”舒涛打开法院编辑的《青
年法官群像》画册，这里面有许多他和伙
伴们走乡串户的身影。

法官多跑路，群众才能少跑腿。送法
下乡、巡回审判，这是第三人民法庭为村
民提供司法服务的方式。从海拔 200 余
米的沟谷到 2100 多米的大山之巅，他们
将公平正义带进大山里，为平安发展夯实

“法治根基”。
8 年时间里，法庭的警车行驶了 30

多万公里，跑坏了 10 多个轮胎。对于 5
个青年而言，巡回办案一个来回三四个小
时是常事，在没有护栏的乡村道路上险些
跌下悬崖也已经历多次。“跑一趟山路，报
一次平安”，是小伙子们与家人的一个不
成文约定。

陕西小伙李明航，个子高，说话腼腆，
但办起事来认真又严肃。王威给他起了
个外号叫“跑哥”，因为他总是风风火火，
雷厉风行。如何把法律术语转化成村民
听得懂的话，这对于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的李明航很有挑战。

“在山里当法官和在学校想的不一
样，挨了不少莫名其妙的骂。”李明航说，
有次给一位离婚案件的被告打电话，提前
了解案情。谁知在表明法官身份后，对方
张口就骂。他解释了这是法律程序，对方
仍继续骂人。因为不会当地方言，李明航
连争论的机会都很少。最后，他只能采取
发短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只有学好当地
话，才能更好和他们交流。现在，别人说
啥子已经麻（难）不倒我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山区交通不
便、信息不畅通的现状，第三人民法庭将

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办案中，通过建立远程
视频调解室、添置数字化巡回审判包等形
式，全方位、多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我们被叫做‘溜索法官’，其实溜索
只是我们送法下乡的一种交通方式，现在
也用得少了。”王威说。

法庭星空也很美

第三人民法庭的“兄弟团”中，书记员
王威年纪最小，活泼开朗。他人到哪里,
笑声就跟着到了哪里。

王威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一开始到
了这里,我也有点待不住”。王威扶一下
眼镜，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他的大学
同学，有的出国前途似锦，有的留在大
城市享受繁华，像王威这样扎根基层的
并不多。

“尽管别人无法理解,但我觉得每天
都很快乐,也很满足。”王威告诉记者，初
到法庭，他是庭内唯一的书记员、内勤与
印章管理员。起初，他对业务还不熟悉，
每晚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一天晚上加
班后，王威出门抬头看了看天，发现繁星
点点，璀璨的星空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原来法庭的夜空这么美！”在城里长大的
他喜欢上了这个四合院样式的法庭。

“法律条文也许是枯燥冰冷的，但是
如果能将村民的利益时刻牵挂在心，真心
实意地付出，让司法变得更有温度，就一
定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赖。”
审判员舒涛这样说。

在第三人民法庭，从冲突激烈的土地
房屋纠纷到家长里短的婚姻家庭矛盾，从
关系复杂的民间借贷到鸡毛蒜皮的邻里
冲突，这些均没有引发“民转刑”等矛盾激
化事件。

第三人民法庭所在的兴隆镇以旅游
和特色效益农业为主，村民从事观光农
业、烟叶种植和中药材生产，每户每年可
有 10 万元的收入。奉节县兴隆镇党委书
记赵崇刚告诉记者，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
加快，这里的房屋产权、林权等纠纷每年
多达千余起，调解的担子都落在了第三人
民法庭的法官身上。“5 年来，我们生态扶
贫搬迁近千户人家。第三法庭在这里不
仅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更是用公正判决
引导地方发展。”赵荣刚说。

据统计，近 3 年来，第三人民法庭共
处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000 多件。其
中，审结案件 1600 多件，3 名审判员人年
均结案近 180件，平均每 2天 1件，服判息
诉率高达 98%。

从海拔200余米的沟谷到2100多米的大山之巅，一个山区小法庭的5位青年用信仰、坚守与奉献

诠释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

大 山 深 处 的“ 溜 索 法 官 ”
本报记者 李万祥

青春是人生最富梦想的美好岁月。5

个年轻人驻守在重庆市奉节县第三人民

法庭，怀揣着共同的法治梦想，信仰如

山一般厚重。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那

里又如九盘河般奔流不息，缠绵似锦。

一个山区小法庭，五个青年大家

庭。他们也曾苦闷彷徨，跟同龄人一样

向往大山外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优越的发

展环境；他们也曾暗暗自责，远离家人

无暇照顾他们；他们也曾有机会离开，

选择更轻松的人生道路。然而，最终他

们作出了一个无悔的决定：“留下来，好

好干下去！”

在繁华与清苦之间，五位青年从容

面对。化解矛盾纠纷后的成就感、当事

人肯定感激的话语、同事之间相互的鼓

励鞭策⋯⋯这些点点滴滴的平凡收获更

加坚定了他们对法治的信仰。在大山里

的法庭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

到了梦开始的地方。他们在基层法治建

设的最前沿磨砺成长，默默奉献。

当青春与情怀做伴，展现出来的便

是一种纯粹。这纯粹是简单，简单得一

眼就能望见那山那水；这纯粹是自然，

自然得不变就像莺飞草长。如今，大山

深处的“溜索法官”已经走出大山，甚

至走上了荧屏。其实，走出去的是故

事，留下来的是五位青年无悔的青春。

一种情怀叫作纯粹
李万祥

他响应祖国召唤，毅然放弃国外优
厚条件，把青春和智慧倾注到国家的科
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中。他在国际上首次
制造出互补性高开关比的记录，在未来
电子信息材料替代研究及相关领域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回国后，他主持或参与
近 10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曾获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
划 ”， 并 于 今 年 获 “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他就是全国最年轻的长江学者，南
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王欣然。

漫漫求学路

2000 年，王欣然以奥林匹克物理竞
赛山东省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至南京大
学物理学专业。大学期间，他不但成绩优
异，还利用业余时间与几位同学组成了科
研兴趣小组，并以全系第一以及发表多篇
SCI 论文的成绩，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全
额奖学金。

斯 坦 福 大 学 是 一 片 科 学 研 究 的 沃
土。王欣然师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Hongjie Dai 教授，从事下一代电子材料
与器件研究，在石墨烯纳米材料及电子器
件方面，攻克了诸多国际难题。

石墨烯是一种理想的电子材料，具有
极高的信息处理速度，在多个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其发现者于 2010 年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石墨烯应用于集
成电路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半导体。
因此，如何在石墨烯中引入带隙，使其成
为半导体，是国际上的前沿课题。

2008 年，王欣然与合作者经过反复
探索和实验,在国际上首次制造出互补型
高开关比石墨烯纳米带场效应晶体管，并
长期保持开关比的纪录。他还在国际上
首次证明了石墨烯纳米带，有望制造下一
代自旋量子器件。这一系列成果发表在

《科学》《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上，在国际
上掀起了石墨烯纳米带研究的热潮。《科
学》期刊曾在题为《硅时代是否要终结？》

的特约评论中认为，王欣然的石墨烯逻辑
器件有望取代硅材料成为下一代电子材
料。

矢志报国情

在美国深造 7 年，王欣然不仅学到了
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国外先进的科研和管
理方法。看着祖国蒸蒸日上的发展，他报
效祖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但选择回国，
就意味着要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王欣
然还是下定决心，于 2011 年回到祖国，顺
利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受聘
为母校南京大学电子与工程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回国后，王欣然带领研究组围绕电子
科学前沿领域“二维材料的信息器件”开
展研究。短短 4 年多，他不仅完成实验室
的各方面建设，指导学生发表了多篇高水
平研究论文，还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二维
材料的缺陷对载流子输运的重要影响，完
成了多项创新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
响，为二维材料在下一代信息技术中的应
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学术成绩优异，
2013 年，王欣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这也是“80后”首次获此殊荣。

桃李竞芬芳

在专注科研的同时，王欣然也倾力投
入到基础教学第一线。他为本科生讲授
多门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并担任研

究生和博士生导师。他指导的 30 多名学
生中，不少人进入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
等名校深造。

王欣然常常到深夜甚至是凌晨 2 点，
才能回到宿舍休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换
来的是他和学生们的快速磨合成长。“带
学生的方法要在失败中探索。”说起当初
的艰难探索，王欣然依旧记忆深刻，“起初
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以致有个学生都不
太想接我的电话了”。当然，学生的成功
也让王欣然尝得了“桃李芬芳”的喜悦，与
学生相处更为融洽。

作为一名始终致力于科研的杰出青
年，说起对青年学子的期待，王欣然显得
格外严肃：“我对学生始终有三点期望：第
一是追求卓越，无论以后从事科研还是直
接就业，任何时候，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追
求卓越；第二是要有责任心，一个集体中，
每个人是否有责任心十分重要。如果一
个团队，人人都能够负起责任，就会产生

‘集体效应’，这个集体就会团结高效；最
后一点是团队合作精神，拥有团队合作精
神的人，才能够取得成功。”

王欣然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是希
望能带领团队在科学研究方面走在世界
最前列，并能够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人
才”。作为新时期留学回国青年中的优秀
代表，他把自己的青春倾注到国家的科技
进步和人才的培养中，把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都倾注在祖国这片土地上。

一名“80后”教授的石墨烯情结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徐南启

人物小传

“80后”王欣然是全国最年轻

的长江学者，南京大学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国外求学期间，他发表的一系

列前沿研究成果引发了全球石墨

烯纳米带的研究热潮。回国后，他

投入到基础教学第一线，学术成

绩优异。2013年，他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成为首个获此殊荣

的“80后”。

密密麻麻似乎无序排列的
二维码在许文青眼里，蕴藏着
现场安全检查大数据。驾驭这
匹黑白“马”，他用了将近一年
时间。

2015 年 3 月，一道命令把
许文青从山西省解家庄这个四
等小站站长岗位调回大同站安
全科，出任安全风险管理推进
办主任。上任第一天，这个从
铁道运输专业毕业的中专生，
就接到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
题，让一向点子颇多的他直挠
头。

车站推进安全风险管理过
程中，急需开发一个平台，对全
站各级管理人员 128 个作业岗
点的检查和发现问题情况，进
行实时收集和分析。

一时间，“互联网＋”“智能
手机”“APP”“大数据”这些词
儿都走进了他的日日夜夜。全
站平均每天动态检查几百人
次、反馈问题近百个，车站原有
的“安全日报系统”运行在封闭
性很强的内部局域网办公系统
上，各岗点无终端、与互联网隔
离，根本不具备即时采集海量
数据的功能。

“老路子走不通，新法子又
找不到，一个多月也没理出个
头绪。”许文青说，“那段日子睡
不着，我这边没办法，领导那边
催得急，我都快崩溃了”。

正当他抓狂时，微信朋友
圈里推送的一则投票信息，让
他茅塞顿开。他猛然意识到，
既然识别关注二维码后能发出
投票信息，这个办法肯定是条解决问题的路子。第二
天一大早，他打电话给前期合作开发“安全调度指挥系
统”的大学生小付，得到了可行的答复。高兴之余许文
青又发愁起来，据小付讲，实现二维码采集数据，必须
通过互联网，还要开发手机版 APP客户端才行。

“窗户纸”捅破的三个月后，“大同站现场检查终
端”APP 首次推送到全站各级干部智能手机里，128 个
印制了不同二维码的牌子首次安装到对应各岗点的墙
上。干部通过手机扫码，可以自动上传本人的检查地
点、时间、发现问题等信息。

许文青松了口气。但他没有想到，解决问题那么
难，但失败却来得如此快。随后一周的试用期里，有的
干部就看到了漏洞，琢磨出应对措施，手机拍照打印二
维码，坐在办公室扫图片，十多个岗点 5 分钟就能全部

“到此一游”，真伪难辨。
许文青很尴尬。漏洞不补，定成摆设和作秀。在

此后的 4 个多月里，想过 GPS 定位，投资太大，作罢！
视频监控核验，效率太低，放弃！控制提交时限，难以
治本，没用！方案反复推倒重来，一时间没了主意。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小插曲，
让许文青脑洞大开。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劳人科通
知他，全站核查干部学历，每人都要上交一份学历认证
报告的网站核查结果。登录后，他发现想取得核查结
果，必须先通过短信取得网站随机发回的验证码才行。

“当时我就想到多年前开通网银时银行给的 U
盾，那个小玩意，每按一次，就随机显示一个验证码，简
单管用。”许文青说，“当时我很兴奋，几乎要跳起来。
五一假期三天跑遍大同所有院校，最后和大同大学计
算机系专业的一位教授达成合作意向，立即着手完善
APP，定制新的二维码”。

2016 年 5 月 15 日，具备随机密钥验证功能的新版
APP 上线，配备密钥随机生成器的二维码，在各岗点
同步更新到位。工作人员到岗检查，扫码后还须按一
下密钥生成器按钮，输入看到的 6 位数随机密钥才能
签到，检查完了二次扫码并录入信息提交后，须再次取
得一个 1 分钟有效期的新密钥，输入验证后才能完成
上传。两个密钥，只有到现场操作，才能得到。就这
样，全站各级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情况得到真实反馈。

“这是一小步。”许文青说，“分析大数据，把安全隐
患牢牢套在依靠科技进步精细管理的‘准星’里，通过
精准研判掌控规律，超前调度检查力量呈最佳分布，百
发百中有效防控才是我想要的。” 文/牛进峰 宋晓春

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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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岁的张庆和 28 岁的张庆丰是河北南宫市人，

2014 年，兄弟两人子承父业，接手经营父亲的一家毛

毡厂。两人通过产品创新，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不仅让

生产的毛毡走出了国门，还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图

为哥哥张庆（右）和弟弟（左）在厂区的设计室内整理生

产的毛毡“梅兰竹菊”产品。 郝亚鑫摄

带着农民致富的“哥儿俩”

重庆市奉节县法院第三人民法庭的法官行走在山路上。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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