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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周春梅的事迹被

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她的名字，回荡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近日，追授周春梅同志

“全国模范法官”“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表彰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人们含着悲痛深

情怀念，讲述她的故事，追忆她的精神……

“法不能向不法退让，将以
周春梅法官为榜样，不惧暴力，
坚定排除干扰、坚持公正司法”

“老陈，快回家，你爱人和保洁员起冲突，被

害了！”今年 1 月 12 日，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文曲刚到办公室，便接到学校保卫处打来的

电话……陈文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春梅这么

温柔善良的人，怎么会和保洁员发生冲突？”

陈文曲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开车回家的了，

他只记得车进到地库，小区车位上那滩鲜红的

血，给他当头一棒，“我家春梅出事了！”

当从警察嘴里听说保洁员叫“向某”，陈文

曲彻底震惊了：“怎么会是她？她是春梅许多

次开导、劝慰的老乡、同学。”

可现实就是这样：周春梅因多次拒绝向某

为其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求，被向某残忍杀害。

向某，曾因把部门领导打伤、在微信群发

布不利于公司的言论，被解除劳动合同。她经

过劳动争议仲裁，法院一审、二审，申请检察院

抗诉，都没能达到“恢复劳动关系”的目的。

“根据劳动法，以及向某与公司的劳动合

同，法院依法不能支持她‘恢复劳动关系’的请

求。”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蒋琳说。

其间，向某找到身为老乡、同学，又在省高

院担任中层领导的周春梅，托她给审理此案的

法官打招呼；周春梅明确表示“这不可能，我不

能这样做”，拒绝了向某的非法请求，周春梅又

从法律、道义、情理的角度开导、劝慰向某，可

向某总听不进去。

当案件进入再审审查环节，到了周春梅所

在的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向某再次要求周春梅

关照，并借口看望周春梅生病的孩子，送来水

果等礼物。

陈文曲记得：那天，向某扔下果篮就走；周

春梅打开一看，里面藏着 2 万元现金和一个金

手镯……她连忙追出去，并拨打向某手机。但

向某怎么也不接电话……第二天，周春梅把

“礼物”带到单位，交给了审监一庭庭长伍斐；

她们商量，派人给向某送回去。派的人来到向

某家楼下，向某仍然不接电话；无奈，只能由干

警假装“送快递”的，把这些东西送还向某。

“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连这点忙都不肯

帮我。”这是向某发给周春梅的微信。周春梅

曾向同事刘柳感慨：“这个忙，我怎么能帮呢？

她要怪，就怪我是个法官吧。”

“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品节。”这

是周春梅在她的一篇读书笔记中写下的。周

春梅拒绝人情干扰，严格公正司法，用生命捍

卫了她所坚守的公平正义。

她的离去，激起了政法干警坚决贯彻“三

个规定”的更大意志。许多政法机关干警通过

微信朋友圈、微博发表评论，表达“法不能向不

法退让，将以周春梅法官为榜样，不惧暴力，坚

定排除干扰、坚持公正司法”的决心。

“法官具有了法治信仰之
初心、司法为民之情怀，则必
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

周春梅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块警示牌，上

面印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十二条禁令”》，

第一条便是“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辩护人、请托人或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礼金

礼品、消费卡等钱物……”

了解周春梅的人都知道，她把党纪国法铭

记在心，从来不让正义蒙尘。

伍斐告诉记者，周春梅曾在法院纪检部门

工作过，她对如何处理与当事人的关系，有着

比别人更高的敏感度。

“我的侄儿毕业后，想在律所实习，春梅早

早便给侄儿打‘预防针’，她说‘如果以后做律师，

要靠自己的本事，千万不要指望婶婶去给你做

什么’。”陈文曲说，老家的人知道她在省里法院

“当官”，希望她能打听案件；周春梅为此给家人

“支招”，“就说我人缘不好，打听不到。”

其实，周春梅“人缘”很好，每一个跟她接

触的人，都被她的善良所打动。同事怀孕了，

她把沙发让给同事午休，自己在地上打地铺；

法官助理在业务上遇到困难，她耐心指导、无

私帮助……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温暖的微笑。

周春梅是温柔的，又是坚韧的。在她办公

桌的抽屉里，静静躺着一封信，上面写道“尊敬

的周法官，你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全组村民

都敬佩你的办事效率及不畏权贵的作风”。

写信的人叫宋义明，是株洲市渌口区石板

桥村村民；之前，在一起“民告官”案件中，周春

梅直指当地行政部门的失误，维护村民的合法

权益，成功化解了多年积压的矛盾纠纷。

听说周春梅被害的消息，宋义明，这位敦厚

的汉子失声啜泣，连连说：“这是国家的损失啊！”

在一起劳动争议案中，原告因为工伤，双

腿残疾，后又因单位改制下岗。“她一次次跟当

事人原来的工作单位协调，希望能为他争取一

个工作机会。20 多个电话后，终于等到一个

肯定的回答。”法官助理龙菲还记得：那一天，

周春梅手舞足蹈，开心得像个孩子。

“法官具有了法治信仰之初心、司法为民之

情怀，则必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周春

梅曾写道。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她所办的案件，

无一超审限、无一因过错被发回或改判。她曾

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优秀共产党员、巾帼文明标

兵等荣誉，被评为湖南省审判业务专家。

“入党不是我的最终目
的，最重要的是努力的过程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永不变”

在湘潭大学法学院，一块巨石上镌刻着

“养浩然正气，铸法治精魂”几个大字。周春梅

就从这里毕业。

在湘潭大学，周春梅递交了人生中第一份

入党申请书。

“入党不是好看好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入党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努力的过

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不变。”在

向 党 组 织 提 交 的 思 想 汇 报 里 ，周 春 梅 郑 重

写道。

“春梅来自湖南龙山一个贫苦的农村家

庭，靠自己的勤学苦读考入湘潭大学，还获得

了湘潭大学校长奖。”追忆这位杰出校友，湘

潭 大 学 法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黄 德 华 的 脸 上 满 是

自豪。

“春梅很有原则，她看不惯不良的社会现

象，对弱者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和悲悯。她痛

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是

非观、荣辱观一直贯穿始终。”周春梅的导师、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彭熙海回忆。

如今，周春梅的事迹感染着湘潭大学法

学院的学生……“凶手杀害了铁骨铮铮的英

雄，但无法摧毁‘法治精魂’。我们必将秉承

周春梅的浩然正气，用毕生的努力去烛照法

治前行的道路。”湘潭大学法学院一位学生这

样评价。

陈文曲正是在湘潭大学与周春梅相识、

相 知 的 。 共 同 的 法 治 信 仰 ，让 他 们 相 爱 相

守。“在学校时，我学诉讼法，她学实体法，我

们‘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经常切磋法律问

题。”陈文曲回忆：周春梅还总结出自己办案的

“32 字诀”，法院同事们称为“春梅工作法”。

这种热情源于她对法律和法官职业那发自骨

子里的爱。

周春梅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梳理裁

判思路，撰写法律文书。对她而言，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审判事业，踏踏实实地办案子，是最

为幸福的事。

周春梅被害，给家庭带来沉痛打击。她的

母亲长时间卧床不起，回想起当年和老伴下岗

后白天当营业员、晚上摆地摊供养周春梅上学

的日子，老人泣不成声……周春梅还有一个弟

弟，在长沙开网约车，“这么多年，姐姐从来没

有用手中的权力帮过我。”弟弟说。

事件刚发生时，儿子乐乐悲愤不已……陈

文曲劝慰儿子：“爸爸妈妈都是学法律的；面对

歹徒，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要用理性、用法律去

解决问题。”原本准备读理科的乐乐，选择了读

文科，他说，他想学法律，将来也要像妈妈一

样，做一名好法官！

周春梅的女儿还不到 3 岁，不知道“妈妈

走了”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她只是“出远门”，总

有一天会回来，时不时地“找妈妈”。

“春梅，春天来了，但你却再也见不到了。”

陈文曲哽咽着说，“你用鲜血换来了全社会对

法官的更大理解和支持，让‘防止干预司法’的

规定广为人知。法官们能够沉下心来，安安静

静、踏踏实实地办好案，以公正裁判守护人间

正道、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就是对春梅最

好的怀念。”

“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品节”
——追记全国模范法官、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原副庭长周春梅

本报记者 徐 隽

核心阅读

在法院工作 17年来，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一庭
原副庭长周春梅始终坚守法
治信仰，刚正不阿、秉公办
案，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要求；因多次拒
绝为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
求，1 月 12 日，周春梅被人
行凶报复，不幸遇害，年仅
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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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瓷矿、瓷矿粉碎、淘洗、配料……

建盏分 13 道工序；任意一道工序变化，都

会诞生不一样的建盏。作为建窑建盏烧

制技艺传承人，许家有成功地烧制出口

径 40 厘米以上的大规格作品，打破了建

盏多小盏的惯例。他坚持用柴窑烧制技

艺，展现建盏古朴风味。

“火起喽！红火喽！”年

过六旬，许家有（见上图，江

籽辰摄）喊出的号子声依然

苍劲有力，回荡在闽北山间；

七八个壮小伙，接力将脚下

的木柴塞进窑膛，火焰升腾，

温度直逼 1400 摄氏度；透过

窑壁上开凿的观察孔，盏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

化，胎坯烧结、釉彩滴落，釉

色形象状若兔毫，光泽瞬间

凝固……

“ 建 盏 分 13 道 工 序 ，选

瓷矿、瓷矿粉碎、淘洗、配料、

陈 腐 、练 泥 、揉 泥 、拉 坯 、修

坯 、素 烧 、上 釉 、装 窑 、焙 烧

等；每一道工序的变化，都会

诞生不一样的建盏。”作为建

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许

家有介绍。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

吉 镇 ，是 建 盏 的 发 源 地 之

一。宋时曾“百窑相连，窑工

数千，窑火昼夜不熄”。所产

建盏，以独特的黑瓷魅力，备

受当时人们的青睐，但后因

烧制技艺难度太大等原因于

宋末失传。

说话间，脚下的轮盘开

始转动，水洗后的瓷泥黄中

透白，矗立在轮盘上，细腻得

如同面团。双手紧握下，瓷泥在回旋中从圆柱形逐步变

为漏斗形，“这时候手要稳，成型关键在这一步。”只见许

家有手指轻抚，一道道弧线在泥坯上显现，“漏斗”以肉

眼可见的速度变身为“圆碗”，“建盏拉坯要一次成型，不

能中途加泥，不然烧制后就有裂缝。”话没说完，一只建

盏素坯便已放置一旁，等待下一步的风干、上釉……

1956 年，出生在水吉镇的许家有，因祖上数辈都

从事陶瓷工艺制作，自小便跟随父亲学习陶瓷烧制工

艺，十五六岁已能熟练掌握柴窑烧制技艺；后就职于建

阳瓷厂，1978 至 1981 年，他参与恢复宋代建盏兔毫釉

研究的烧制工作。

2000 年，许家有重拾对建盏的热爱，重新研究建

盏釉水的配制及烧制技艺；2007 年，在水吉新辟龙窑

研究柴烧建盏黑釉兔毫烧制，成功用龙窑烧制出仿宋

兔毫盏。

相比于如今已经普及开来的电烧，许家有则更加

倾向于柴烧。在他眼里，柴窑烧制技艺始终是最能够

展现建盏古朴风味的技艺；恢复柴窑烧制一直是许家

有埋在心里的梦。

“这座龙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望着眼前这座自

己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龙窑，许家有眼含深情：眼前这座

龙窑，长达 43 米，窑基最高处达五六米，耗费了 500 多

卡 车 的 沙 石 泥 土 ，一 次 性 可 以 烧 制 建 盏 6 万 多 件 。

2017 年 7 月，历时 365 天，许家有和徒弟们搭建起来的

许家有龙窑正式点火……

“建盏不像青瓷白瓷，温度差一点点都不行！”从点

火开始，龙窑内壁温度从 300 摄氏度左右一路攀升，经

历 600 摄氏度、1100 摄氏度两个“平台期”后，最终直逼

1400 摄氏度；火焰颜色也从淡黄色逐步转变为淡白

色、浅白色，最终在刺眼的亮白色中完成高温催化……

这一切细微的变化，都被许家有看在眼里；“窑壁温度、

地面湿度、风力变化，都会对建盏成品产生影响，所以

建盏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两天一夜的烧制，一批建盏出窑；古朴，含蓄，

这是建盏成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同一窑中，烧制出的

兔毫作品尤为光彩夺目；其中，金兔毫作品毫纹清晰细

腻，毫毛如银针，细致绵长；银兔毫作品则黑底银针，丝

丝新亮。

许家有师傅所仿制的兔毫作品，不仅达到形似、质

似，且工艺水平在继承宋窑建盏的基础上有很大飞跃，

而遵循古法龙窑柴烧烧制的作品，则从器型、釉光、胎体

到斑纹都流露出浓厚的宋韵气息。胎体厚重古拙，釉面

润泽光滑，窑变变幻莫测，而茶末、柿红、乌金等单色釉

面作品也都各具特色。此外，他还成功烧制出口径 40
厘米以上的大规格作品，打破建盏多小盏的惯例。

许家有对建盏烧制技术要求极高，对徒弟们的要

求极严，甚至常常取来徒弟们烧制的

建盏，手把手地点评。如今，许家有

最大的愿望，便是抓紧时间把烧窑的

技术传授给后人，“传统技艺需要更

多的人才来传承发扬，并挖掘背后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许家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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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 40
周年。 8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张 春 贤 、吉 炳

轩 、艾 力 更·依 明 巴 海 、王 东

明、白玛赤林，全国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成员，各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负责人，来到北京市丰

台区青龙湖植树场地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步伐，

不断完善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

法律制度，并作出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用 3
年时间先后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

治法 3 部环保领域法律的执法

检查。今年又启动了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还

将听取审议年度环境状况与依

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

况报告等，持续运用法治方式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1981 年，五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的决议。为贯彻决议精神，全

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坚持组织义

务植树。近年来，先后在北京市顺义区、昌平

区、丰台区等地开展集体义务植树活动。

2019 年起，全国人大义务植树场地选在

北京市丰台区青龙湖植树场地，经过持续的

植树与养护，林木初具规模。全国人大常委

会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一起在植树现场扶苗

培土、拎桶浇水……共栽种了 200 余株油松、

元宝枫等树苗，为祖国大地绿起来、美起来尽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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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观塘镇白鹤村，农机社会化服务队的专业机手驾驶微耕

机为村民犁田，提供代耕服务。据了解，前锋区引导分散的农机手联合成立农机合作社，并

以乡镇为单位成立春耕信息服务站，及时将村民需求反馈给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提升

了农机使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春耕生产。 张启富摄（影像中国）

微耕机 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