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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读者到新浪、腾讯、人民网平台
与工人日报微博互动

本报法人微博
网友留言摘编
（6 月 2 日~6 月 7 日）

【17 年前受伤获助 农民工为报“50
元”之恩千里寻工友】17 年前，杨海贤到
福州打工，一次意外受伤，与他意气相投
的工友杨明塞给他 50 元钱，叫他养伤。
之后两人分开，再无音讯。杨海贤近日因
事去厦门，特意转到福州找寻杨明。虽然
无果，但杨海贤还要找下去，“报个恩，再
叙叙旧。 ”

（6 月 2 日《工人日报》报道）
@ 惟有鹧鸪飞 secret：在当今的社

会还有这样的重情重义的人，温暖人间，
正能量，好评！

【黄山更名徽州？算是折腾吗？】日前，
安徽省黄山市想改名为徽州的消息袭来，
再次掀起改地名的争议。支持者给出的最
主要理由是文化与历史。反对者则直指这
种更名需付出巨大行政成本： 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名称、户口本、居民身份证等，
都需要更改。 地名更改，有必要吗？

（6 月 3 日《工人日报》报道）
@ 飛馬 14：黄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

双重遗产，是世界的；徽州历史文明，是
中国的。由徽州改为黄山市，再由黄山市
改为徽州市， 是一种反复折腾， 没有必
要，劳民伤财。

@ 韵中之雾：作为一座历史悠远的
城市，徽州文化历史价值巨大，相比于一
时的经济利益、行政成本，当然该取前者
而舍后者，前者价值远高于后者价值。

【大国工匠李向前：“望闻问切”给火
车头“诊病”】“用眼看、用手摸、用鼻闻、
用耳听”， 凭借着一套独创的 “锤敲、眼
看、手摸、鼻闻、耳听”看家本领，郑州铁
路局洛阳机务段高级技师李向前， 创造
了检修机车 4000 余台零故障，维修、复
检内燃机 1 万余台零质量问题的纪录。

（6 月 6 日《工人日报》报道）
@ 落雪怎无痕：俗话说“行行出状

元”，只要积极进取、精益求精，就会取得
让世人震惊的成绩。

（窦菲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陪审员的
荣荣光光与尴尬

法庭外，他们是普通市民；法庭内，他们则是“不穿法袍
的法官”。

本报记者 卢越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参与微博讨论

请扫二维码法庭上， 一场行政诉讼判决正在进行。
当听到审判长念出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时，败诉的 70 多岁老妇人眼神涣散，颤
颤巍巍。

这一切被坐在审判席上的刘铮敏锐地
捕捉到。他侧头低声跟身边的审判长说了句
“赶紧叫法警。 ”就在审判长摁铃的瞬间，老
妇人起身欲往门外冲，嘴里喃喃道“我不活
了”，被立马赶到的法警劝回。

刘铮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名
人民陪审员。 2005 年以后，经过两轮的陪审
员倍增计划，2014 年底我国法院的陪审员
已经达到 20.95 万人。 2015 年他们共参审案
件 284.6 万件。

在今年 5 月召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部署动员会上 ，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说 ，实践证明 ，人民陪审员制
度的有效推行，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了司法工作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 ，促进了司法民主 、公开和公
正。

不过，刘铮他们一直面临着“陪审员是
干嘛的”式的尴尬。 如何在扩大民主参与的
同时提高陪审质量，成为摆在陪审员面前的
一道难题。

“不穿法袍的法官”

早在 200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
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人民
陪审员制度有了专门的立法安排。 其中明
确， 人民陪审员除了不能担任审判长外，在
审判案件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

因此， 人民陪审员也有着 “双重身份”

———法庭外，他们是普通市民；法庭内，他们
则是“不穿法袍的法官”。

最近的一项改革是 2015 年 4 月， 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
北京等 10 个省市， 各选 5 个法院开展人民
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按照试点方案， 陪审员改为随机抽选
产生， 并且学历标准从大专降低到高中以
上， 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 、
德高望重的人不受学历要求限制， 强调要
吸收普通群众， 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
构比例。

这一“降低门槛、扩大规模”的变化在李
伊雯看来是件好事。作为北京朝阳区法院金
融审判庭的副庭长，李伊雯在不少案件的审
判中，都能感受到人民陪审员广泛参与的重
要性。

“由于陪审员基本上没有法律专业背
景，他们会更多地从情理的角度出发，参与
合议案件。 而正是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能
形成对判案思路的有益补充。 ”李伊雯说。

“让判决更有公信力”

那名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 70 多岁老妇
人提出继承其姐姐的遗产，向法院申请房管
部门变更房产登记。因为按照我国相关法律
的规定，遗产继承的确认必须经过一系列严
格的程序审查，而老人无法举证自己是唯一
合法继承人。

刘铮做了 10 年人民陪审员， 他对这个
缺乏证据的案子已有自己的预判。 他明白，
法律有其严格的条条框框， 这是不能逾越
的。 如果房管部门给任何一个人开绿灯，法
律不会允许。

可是 ，当一纸宣告败诉的判决书送达
到手时 ， 老妇人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结

果。 事后，她专门来到法院，指明要找 “刘
陪审员”再“反映反映情况”。

在感到被信赖的同时，刘铮心里也有点
难受，“这个案子其实判得很清楚，但当事人
还是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与法官产生抵触
情绪。 ”这时，刘铮会绕开法言法语，耐心地
对当事人进行调解。

能不能调解，怎样调解？ 在做了 16 年人
民陪审员后， 冯亚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当事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冯亚力都能
敏锐地捕捉其中传递的信息并作出判断 。
“有的绷着脸， 坚决不能调； 有的就为争口
气，那语气一听就明白，这时调解一般都能
成。 ”

周强在 2013 年 10 月的报告里就提到
了人民陪审员帮助调解息诉的作用。 “各地
法院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丰富、了
解乡规民约、 熟知社情民意的独特作用，积
极促使当事人诉讼和解、服判息诉及自愿履
行”。

李伊雯发现，当开庭前她向当事人介绍
“这是人民陪审员”时，会有当事人“眼前一
亮”， 有的甚至会在庭下认真抄下陪审员的
名字。

在李伊雯看来 ，由于陪审员来自各行
各业 ，当事人会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代表 ，
从而在心里产生更强的信任感 。 这种信
任感很明显地反映在庭审中 。 比如 ，一些
当事人会将已对李伊雯陈述过的事实 ，
对人民陪审员再陈述一遍 ， 甚至陈述得
更为详细 。

李伊雯坦言：“有了陪审员之后确实能

让判决更有公信力。 ”

“供不应求”下的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曾做
过实证分析，对象是中国法院网上“网络直
播”栏目下的“现在开庭”子栏目里所登载的
2010 年审理的 292 起刑事案件。

结果他发现， 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
177 起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
有提问；69.49%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
与审判长进行过交流。 另外，据有些陪审员
讲述，由于法庭一般不会当庭宣判，所以，他
们甚至不知道案件的裁判结果。

深圳律师张爱东记得自己在深圳某区
法院开一个刑事庭的“极端”经历。 “开庭前，
两名女性坐在了陪审员的位置。我问两个人
是来开哪个案子的庭，她们则表示自己也不
清楚。 ”

这样极端的例子李伊雯虽没遇到过，但
她承认有的陪审员的确“坐在那里不说话”，
问他们的意见时，得到的回复大都是“同意
你们的意见”。

“不敢说，不敢问，怕露怯，也怕添乱。 ”
冯亚力如是回答。尽管现在已是资深的陪审
员，但这种“害怕”的状态，她一开始也持续
了一年多。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背后，直指当
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这直接导致法官
与陪审员之间没有更多时间交流和沟通。

李伊雯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自己的工作
状态———2015 年她结案 666 件，平均每天结

二三个案件； 一个案件平均要开 2~3 次庭，
复杂的 7~8 次，一个庭结束后紧跟着下一个
……

在这种工作节奏下，法官与陪审员之间
有多少时间交流，也就不难理解了。

案子太多，陪审员又太少。 一天内一个
陪审员可能同时需要陪审几个庭，其中一个
庭合议完后就有下一个庭的书记员来接人，
甚至出现几个庭“抢”一个陪审员的状况。有
的陪审员还并不活跃，一年不过参加几起陪
审，而有的陪审员一年参加上百起，成为“编
外法官”。

但李伊雯还是希望给那些 “不活跃”、
“怯生生” 的陪审员以信心，“我们其实很愿
意听到陪审员多发言，他们会提醒我在法理
情中寻求更好的平衡。 ”

“没学过法律不要紧，懂民意就行。 ”有
16 年陪审员经验的冯亚力这样说。

“非法转载”怎么“破”？
本报讯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原创

文章遭到大量非法转载、摘编，作者信息被随
意删除。因难举证、维权成本高、经济赔偿少，
多数人选择放弃维权。“非法转载”怎么“破”？

为维护知识产权，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
于 2014 年至今，先后起诉了搜房网、搜狐网、
武汉热线、武房网、武汉热线房产网等。 近日武
汉中院基本支持了朋来律所的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停止侵权、在自己的网站上持续十日以上
刊登赔礼道歉的申明、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
了全部诉讼费和公证费。

对此，案件的主办律师、朋来律所主任助
理张瑞华表示： 尽管大量转载过程中侵害纸
媒知识产权的案例每天都在发生， 但实际维
权的却凤毛麟角。她分析：“维权成本高、获得
的赔偿低、 维权周期长是阻碍该类型知识产
权保护维权的重要因素。 ”张瑞华表示，除了
相关制度支持维权成本的降低外， 同类型侵
权案件的合并审理， 以及法律援助机构提供
专门的维权服务是实现该类型知识产权维权
的有效途径。 (兰德华)漫画 赵春青

过节“吃”文化“当家”

传统节日“精神坐标”如何坚守？
不识菖蒲、艾条模样，不知节日背后的文

化意蕴， 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将端午这一拥有
２５００ 年历史的传统节日简单与 “粽子节”画
上等号。如今，每逢清明、中秋、端午等传统节
日都会引发一波文化反思， 绵延多年的中国
传统节日究竟是“精神坐标”的传承形式，还
是“吃”文化的代名词？

不识菖蒲只知粽
端午节是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节日，亦

是防疫祛病、 避瘟驱毒、 祈求健康长寿的节
日。然而延续至今，人们能够想起的大概就只
有吃粽子与赛龙舟，而城市里的人，只剩下吃
个粽子而已。

端午节成为“粽子节”，有专家认为，这反
映出人们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不足。 “端午节很
多的传统习俗活动正在被逐渐淡忘， 如兰汤
洗浴、挂系菖蒲、艾蒿、扔灾、饮药酒，但这其中
的大部分似乎已经消逝了， 致使端午节逐渐
失去了传统文化的韵味， 着实令人遗憾和惋
惜。”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家陈华文说。

不仅是端午，大多数人对腊八、清明、中
秋等传统节日的认知也仅停留在 “吃” 文化
上。 物质的丰富与节日文化内涵的传承本不
应矛盾，可现实的表现却让传统节日这一“精
神坐标”的传承渐行渐远。

“精神坐标”坚守之重
专家认为，传统节日逐渐失去吸引力，一

方面因为其包含的那些陈旧、 落后和不合时
宜的观念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仪式感的缺失。

“日本和韩国的传统节日仪式感就很强，
而且具有号召力， 这与全社会的共识和认知
是分不开的。”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王恬说。

韩国对江陵端午祭的重视可见一斑，不
仅全国休假长达 ５ 天， 而且节日内涵由广泛
的祭祀活动、各种舞蹈、歌谣比赛以及游戏和
体育运动，进而拓展出发展旅游、传播文化等
多层外延， 并最终成为韩国民俗文化走向世
界的标志之一。

“这得益于当地政府对包括端午祭在内
的传统民间文化有意识加以培育和保护的结
果， 在保留优秀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做了很多
创造性地发挥。 ”陈华文认为，守住传统节日
的“精神坐标”应比文化申遗工作更细致、更
具体、更具创新性。

传统节日在传承中“别开生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 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

化，民俗内容自然会发生变化，一些会留下，
一些则会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 文化传承有
“新陈代谢”， 并不意味着坐视传统民俗渐行
渐远。 每逢清明、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都会
引发一波文化反思， 说明国人对民俗文化传
承有着极大的关注和强烈的呼唤。

王恬指出， 如何把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
假日的同时， 为传统的民间文化在传承中积
极注入现代元素，让传统节日在传承中“别开
生面”，是真正应该思考和关注的焦点。

网民“郭永良”认为：“我们一方面不必对
传统民俗形式过于纠结唯一性， 另一方面尽
可能地把其中原本就蕴含着的现代理念发掘
出来。 ”

今年端午节恰好临近“父亲节”，在很大
程度上也成了今年端午节的特色，把端午节
中的对亲情的沟通， 当成两个节日的结合
点。 此外，端午节和文化遗产日也离得比较
近，因此今年很多端午活动和文化遗产日活
动结合在一起，也是端午节融入生活的一个
体现。 （记者段菁菁 新华社发）

留住男护士要靠什么？
（上接第 1 版）
今年 5 月， 医院附近一家餐馆一位中年

男子突然倒地。 修振华赶过去后立即实施心
肺复苏术， 要求 1 分钟双手交叉在胸部按压
100 次，他按了 4 分钟，全身湿透，胳膊酸麻，
马上换了另一位护士，交替几次后，才把患者
救回来。 修振华说，在急诊室，这样的突发情
况经常遇到， 尤其是晚上， 工作劳动强度更
大。 遇到搬送患者，抬取较重的仪器，男护士
往往是冲在前面的，下班回家就只想睡觉。

李进记得 2008 年刚入职时，到手工资只
有 780 元。他说：“护士行业普遍工资不高，一
般的医院也就能拿 2000 元~3000 元，男人要
养家根本不够。很多医院为了留住人才，把男
护士放在急救室、ICU 病房、 手术室等工资
高一些的科室。像我们三甲医院还好，能达到
4000 元到 8000 元。 ”

私底下，男护士们也会聊到职业前景。医
生晋升渠道比较多， 而能升为护士长的男护
士就寥寥无几，更别说在医院升到更高级别，
很多男护士因为看不到晋升前景而转行。

沈阳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员表示， 要增
加男护士的职业成就感及归属感， 需要医学
院校和医疗机构的努力， 更需要全社会的支
持和理解。让大众了解护士这一职业，提高男
护士的地位，呼吁社会转变观念。医学院校加
大护理系对男生的招收力度， 以满足医院对
男护士的需求。 建议医院管理者根据男护士
的特点安排工作部门， 帮助男护士建立正确
的职业定位，抱有开放自由的心态。

男护士的工作，正在得到有关方面的肯
定。 刘凯以前扎针时，排队者一看是男护士
就换队伍。 “我给一个大爷扎针，大爷马上就
说自己血管不好，能不能换个女护士。 ”他也
曾因此感到委屈，“患者心里固有形象就是
男的不温柔。 其实男护士也是护理专业毕
业，输液、包扎这些基本操作是经过历练、通
过考核的。 ”

为此，刘凯一直苦练基本功，现在在看不
到血管也摸不到脉搏的紧急情况下， 可以为
急诊患者“盲扎”。 上个月，他获得了沈阳市
“百姓心目中护理天使”奖。

去影院看一场电影、拥有一套卡通文具、享用一次午餐

满足留守儿童的端午“微心愿”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张照龙 董乐

“大哥哥，看我包的粽子好不好看。”端午
节，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第三小学教室内，30
余名留守儿童与志愿者们一起包粽子。

“学校目前有 2000 多名学生，90%是农
民工子女，超过一半是留守儿童。 ”校长朱媞
飞说。父母离异，靠爷爷奶奶抚养的留守儿童
叶子昂，放学回家还要照顾中风在床的爷爷，
生活拮据。“平时能吃到粽子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拿着香喷喷的粽子，他高兴地笑了。
“去影院看一场电影、 拥有一套卡通文

具、享用一次麦当劳午餐……”5 年级的李广
志小心翼翼地在志愿者带来的“心愿卡”上勾
选小愿望，然后一笔一划地写上名字和班级。

“孩子们的愿望都很简单淳朴，通过前期
摸底，把孩子们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汇总，通过
‘微心愿’的形式满足需要。”组织此次活动的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志愿者活动负责人说，
“精神关怀和物质帮扶同样重要，孩子们选择
的端午愿望，我们都会帮他们实现。 ”

6 月 9 日， 为配合当地举办的端午节龙
舟赛， 中国铁建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承建的
贵州铜玉铁路锦江双线特大桥全面停工。 该
公司及时对大桥进行安全检查， 确保赛事顺
利进行。 图为龙舟经过大桥时的情景。

武新才 苏鑫 摄

光污染严重，地球三成人口看不到银河
据新华社华盛顿 ６ 月 １０ 日电（记者林小

春）银河浩瀚璀璨，给人类带来多少想象。 但
１０ 日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说，由于光污染问
题， 现在地球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看不到
夜空中的这条明亮“星河”。

根据高精度卫星成像数据， 并结合全球
２ 万多个地面站点的观测， 来自意大利、德

国、 美国和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制成了迄今最
精确的全球光污染影响评估地图集。 结果显
示，８０％的地球人生活在受人工光线污染的
天空下， 北美近 ８０％的人口与欧洲 ６０％的人
口无法看到银河。

这项研究还专门研究了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国家，结果显示意大利和韩国受光污染

影响最严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受影响最轻。
城市地区是地球上光污染最严重的地

方。美国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的东北走廊，
英国伦敦到利物浦一带， 中国北京、 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埃及开罗等，都难以见
到银河。

研究说， 夜间光污染不仅让人难以看到
银河，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比如浪费能源和金
钱、损害生物多样等。研究人员建议人们尽可
能减少晚间不必要的光照， 尤其要减少能干
预昼夜节律的蓝色光， 同时要防止高于地平
线的照射光线。

乌海工务段健康体检关爱职工
本报讯 近日， 呼和浩特铁路局乌海工

务段工会组织 1751 名职工在包头、 临河、乌
海三地同时开展健康体检， 并为职工建立个
人健康档案。

据悉， 该段坚在组织车间工会代表和职
工代表实地调研、 并向职工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确定了 6 家体检医院和 21 项体检项目。职
工可任选一家医院进行体检，并建立一套完整
的健康档案。 该段工会还将积极联合体检医
疗机构，就体检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答疑会诊，
为职工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张建效）

郑州客运段“准医生”作用大
本报讯 6 月 3 日，在 K458 次列车上，铁

路郑州客运段海口车队红十字救护员王娟在
旅客有临产症状的情况下， 在列车上帮助她
生产。 根据铁路总公司要求，每趟列车配备 2
名列车救护员，一般由列车长或广播员兼任。

为了提高救治水平，郑州客运段坚持对
救护员定期培训考核 ，今年 “准医生 ”为早
产孕妇接生 7 人 ， 抢救突发疾病旅客 130
人。 6 月 8 日，124 名“准医生”在郑州铁路职
业技术学院培训结业，至此该段“准医生”达
660 名。 （陈有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