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弘扬革命文化”。

红色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五”普法规划明

确提出，“加强红色法治文化保护 、宣

传、传承”。注重发掘、总结党在革命时

期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光荣历史

和成功实践，讲好红色法治故事，传承

红色法治基因，有助于教育引导全社会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自信和自觉。

——编   者   

丰收时节，陕西延安，红彤彤的苹

果挂满树枝，果农忙着采摘销售，沉浸

在忙碌的喜悦中。

不过，在延安志丹县，果农林小锋

心里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掏出手

机，林小锋拨通了志丹法院苹果巡回法

庭法官张丽梅的电话。

原来，在苹果树开花坐果时，一场

冻灾袭来，造成不小损失。林小锋购买

了某保险，要求受灾赔偿。但该保险有

7 天等待期，发生冻灾的那一天刚好是

合 同 签 订 后 的 第 六 天 ，保 险 公 司 拒 绝

理赔。

“早在签订合同前几天，我就已经

支付了保险费用，算下来日子早就不止

7 天了。有 5 名果农和我情况类似，如

果 一 点 损 失 也 不 赔 偿 ，我 们 心 里 堵 得

慌。”电话这头，林小锋说。

了解情况后，张丽梅背起国徽来到

果园，同时约上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准备现场办案。一番释法答疑，双方同

意各让一步，达成了调解协议。如今，

保险赔偿款已全部到位，果农们皱着的

眉头也舒展开了。

“果农对签订购销合同需要注意啥”

“果商违约咋办”……每逢“金果果”丰收

时节，针对销售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志丹

法院通过苹果巡回法庭将司法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这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

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一脉相承，成为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的生动写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江西瑞金、

甘肃南梁、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一个

个红色圣地，镌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法制建设的奋斗足迹，积淀了丰

富 红 色 法 治 文 化 ，至 今 闪 耀 着 璀 璨

光芒。

一部红色宪法，

写满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

五 角 星 形 状 、绸 布 质 地 ，齿 轮 、斧

头、镰刀、长穗、步枪，沿顺时针分置五

角。这枚红五星代表证，是瑞金中央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在江西瑞

金叶坪村谢氏祠堂，600 余名代表佩戴

着 红 五 星 代 表 证 ，共 同 翻 开 了 崭 新 一

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

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

立国必有法，法为立国之基。在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初，便把立法工

作提上日程，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

度建设的探索。

秋末冬初，红井革命旧址群，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纪念馆庄严典雅。

走进纪念馆，一面由石刻烫金文字

铺满的字墙映入眼帘，上面刻着中国共

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制定的第一部红色

宪 法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宪 法 大

纲》，大纲上方，“伟大开端”4 个金色大

字，熠熠生辉。

“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提

出党的法制建设主张，在井冈山、赣西

南、赣东北、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先后

开始了实践探索。”讲解员杨益君介绍，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形成以及红色政权的建立发

展，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使各苏区在

路线方针政策上保持一致，非常必要。

“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

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改善农

民生活”……查看宪法大纲的条款，笔

墨间写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选举法、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婚

姻法……一部部已经泛黄的法律文本，

静静排列于纪念馆内的一面展陈墙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先后制定了 120 余部法律法令，初步

构建起苏区法律体系，为新中国的法制

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山东大

学特聘教授熊文钊说。

走出纪念馆，阵阵诵读声从红井革

命旧址群内的列宁小学旧址中传来。

福建三明一所学校正在这里开展

研学活动，高一学生杨慧灵说：“这次瑞

金之行，让我深刻体会了新中国来之不

易，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开 展 红 色 研 学 实 践 ，打 造 红 色 主

题研学精品线路 19 条；修复司法人民

委 员 部 旧 址 ，保 留 原 客 家 祠 堂 的 建 筑

风 貌 ，通 过 大 量 史 料 图 片 生 动 再 现 苏

区军民开展法律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

探索，将其打造成普法宣传阵地；弘扬

借鉴苏区时期“轻骑队”做法，创建新

时 代 红 都 政 法 轻 骑 队 ，推 动 红 色 治 理

创新……在瑞金，赓续红色法治血脉，

弘扬红色法治文化的建设实践取得丰

硕成果。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

斗历程的见证，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

们深挖红色法治文化潜力，通过多种实

践增强红色法治文化影响力。”瑞金市

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刘学璘说。

一种司法理念，
将党的群众路线运用
于司法审判实践中

茫茫黄土塬，潺潺葫芦河，从甘肃

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流过。河东岸，

南梁革命纪念馆巍然屹立。

上世纪 30 年代，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南梁为中

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陕甘

边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并 参 照 中 央 苏 区 实

施 的 政 策 、法 令 ，颁 布 实 施 了 涵 盖 土

地、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十大政策”，

边区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

“ 金 豆 豆 ，银 豆 豆 ，豆 豆 不 能 随 便

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陈淑娇介绍，来

自各界的 100 多名工农兵代表用投豆子

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的领导成员。

新中国成立前，在抗日根据地、解

放区的广大农村，“豆选”的作用被发扬

光大。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中国

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用豆子代替选票，

保障农民平等享有选举权。

“1953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即颁布

选举法。一脉相承的做法，充分彰显了

我们党始终注重运用法治方式保障公

民各项权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王若磊说，延安时期，《陕甘宁

边区施政纲领》等法律文件的颁布，确

保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确立了侦查审

判权统一行使、严禁刑讯逼供等原则，

实行公开审判辩护、群众公审等制度，

为新中国司法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根据地干部走村串户，与群众同吃

同住，调解纠纷，办理案件，这种审判与

调解结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做法，经过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边区高等法

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的不断实践，形

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刘巧儿”的原

型——华池县女青年封芝琴的婚姻上诉

案，便是马锡五办理的典型案例之一。

在华池县南部城区，一进马锡五审

判方式陈列馆序厅，以刊登《马锡五同

志的审判方式》的报纸版面为原型的主

题雕塑，十分醒目。

毡鞋、马鞍、便服、公文包，陈列馆

里的几样旧物都是马锡五上山下乡时

用的。1943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他

亲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是 人 民 ，必 须 坚 持 为 了 人 民 、依 靠

人民。”

“‘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创了将党的

群众路线运用于司法审判实践的先河，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为人民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在方

便当事人诉讼、回应群众司法需求方面

有其独特意义。”王若磊说。

深 入 基 层 、巡 回 审 理 、就 地 办 案 、

调判结合……随着全面依法治国不断

向纵深推进，“马锡五审判方式”展现

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苹果巡回法

庭 ”“ 车 载 法 庭 ”“ 马 背 法 庭 ”“ 帐 篷 法

庭”等特色便民法庭在基层涌现，红色

法 治 文 化 以 灵 活 多 元 的 方 式 得 到

传承。

持 续 深 入 推 进 立 案 登 记 制 改 革 ，

推动案件繁简分流；通过诉前调解、简

案 快 审 ，优 化 案 件 办 理 程 序 ，减 轻 诉

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

建 多 元 解 纷 机 制 …… 如 今 ，一 系 列 继

承 弘 扬 红 色 法 治 文 化 的 举 措 ，助 力 加

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

一群传播者，让红
色法治文化深入人心

滹 沱 河 畔 ，河 北 平 山 ，西 柏 坡 纪

念馆。

“1949 年 3 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

赴北平开启建国大业，毛泽东同志将之

喻为‘进京赶考’，由此我们党踏上了波

澜壮阔的执政征程……”纪念馆前广场

上 ，讲 解 员 正 在 主 持 一 场 敬 献 花 篮 仪

式。随后，在场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回望入党初心。

1947 年 7 月，在西柏坡村东的一个

老乡自家打谷场里，对中国土地改革运

动史产生划时代影响的重要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召开。

几根竹竿搭起简陋的布棚用来遮

阳，100 多位代表以石为凳，以膝为桌，

经过近两个月的会议，研究通过了《中

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

区迅速开展，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

于自己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变

成现实。

“土地法大纲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不仅对保障解放战争胜利起

到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土 地 立 法 和 土 改 运 动 提 供 了 重 要 参

考。”熊文钊说。

“‘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

了马，分了衣服、粮食……’这是一封解

放区农民写的信，你看这封信落款的细

节，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

民，在农民前特意加上了‘翻身’二字。”

讲解员吕静用手特意指向信中一处说，

这也更体现了当时翻身农民们的喜悦

和感激之情。

跟随吕静的脚步，沿着纪念馆外的

小路行走 10 分钟，便来到了西柏坡时期

的中央妇委旧址。

几间土屋、几张长桌，新中国成立

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就孕育于此。

“当时，河北省藁城县农村女青年赵

小烟就是婚姻法的受益者。赵小烟和同

村青年孙志锁自由恋爱，不料被家人百

般阻挠，登记未成，下乡干部得知此事

后，对干涉阻挠的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

最终促成了二人的婚事。”临近国家宪法

日，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艺术团精心排

演了多个宣传红色法治文化的节目，讲

述节目《婚姻法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

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

山永不变色。

西柏坡廉政教育馆、“西柏坡——

依法治国从这里启航”专题展览、小品

《土地回老家》、普法歌曲《我宣誓我奉

献》、快板作品《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近年来西柏坡纪念馆和讲解员艺

术团发挥红色法治文化资源优势，讲好

红色法治故事，推动法治元素有机融入

革命旧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讲解员是西柏坡精神的传承者和

传播者，用足、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挖

掘好、研究好、践行好红色法治文化，需

要拓展红色法治文化当代价值的实现

路径。艺术团今年已成立 30 年，我们将

继 续 进 行 节 目 创 新 ，传 承 红 色 法 治 基

因，让红色法治文化深入人心。”西柏坡

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李亚辉说。

图①：红井革命旧址群内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纪念馆。

朱海鹏摄（视觉中国）  
图②：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艺术团

通过快板作品讲述红色法治故事。

受访者供图   
本版责编：何思琦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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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染色、梳理纱线、投梭打纬、编

织花纹……棉纱在织娘手中飞舞，精致

的菱形花纹让墨蓝色素布不再单调。壮

族织锦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西百色靖西市新靖镇民权街，始

建于 1956 年的靖西壮锦厂内，回荡着

铿锵有力的打梭声。

“快 70 年了，我们的厂址没变，厂

名没变，编织壮锦的匠心也没变。”靖西

壮锦厂厂长李村灵是壮族织锦技艺的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987 年，20 岁的李村灵进入靖西

壮锦厂工作，“我那时候的本职工作是

财务，但壮锦的魅力太吸引我了，所以

我 开 始 拜 师 学 艺 ，既 是 财 会 ，也 是

织娘。”

壮锦编织工艺复杂多变，主要有

“通经通纬”和“通经断纬”两种。“通经

通纬”一般用于编织素色画布。彩锦要

求“通经断纬”，一种颜色的“经线”从头

到尾不截断，还要能搭配用于颜色转换

裁剪的“纬线”。熟练的织娘要三四天

才能织一米，遇到复杂的花纹，一天只

能织出 10 厘米，“一寸锦一寸金”。

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李村灵认真

向老前辈学习，下了班就坐上织锦机实

操，就连休息日也泡在厂里。刻苦钻研

加天赋，小半年的工夫，李村灵就掌握

了绘图、纺纱、染色、编织的全套壮锦技

艺，还练就了“稿图在心中”的本领，不

时拿出颜色别致、款式新颖的作品。

凭着一代代织锦人的匠心，靖西

壮锦厂屡获殊荣，从被指定为“全国民

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到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 示 范 基 地 ”名 単 ，李 村 灵 既 是 见 证

者，也是参与者。

“荣誉摆上了墙，就是过去的辉煌

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传承好这门技

艺。”李村灵说。 2005 年，李村灵从老

厂长手中接过接力棒，面对新式纺织品

冲击和人们对款式要求的不断提高，彼

时的壮锦早已不是紧俏货，需求锐减带

来的不仅是壮锦厂的生存危机，更是壮

族织锦技艺的传承危机。

壮锦在制作时就强调日常穿着使

用，其诞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穿得好、

穿得舒服，“绝不能让壮锦只出现在博

物馆的展柜里，要穿上身、用起来，走进

生活里。”李村灵说。

凭着这份对壮锦的爱与执着，李村

灵先是推陈出新，融合壮锦的传统元素

和现代审美风格，围绕生活日用品、艺

术品、旅游纪念品三大类，打造了一系

列壮锦元素围巾、包、布偶等，不仅畅销

国内，还打开了海外市场。她又从“穿

着”这一根本属性出发，创作了一系列

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式服饰。2020
年，李村灵设计制作的“锦韵生香”壮锦

系列服饰在首届壮美广西民族服饰设

计征集与展演中荣获民族元素礼仪装

金奖。

既要打开销路，也要改进技术。李

村灵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织锦机的改

良上。传统的织锦机为 60 厘米宽幅，在

织造大宽面料时只能采用多块拼接的

方式，损失了一部分整体性和美感。

在不丢失手工细作的前提下，李村

灵经过不断尝试，设计出一款最大宽幅

为 120 厘米的织锦机。新的织锦机可

一次性织造 120 厘米的壮锦面料，整体

效果更佳。

看到壮锦学艺难、织锦收入一般、

编织耗时费力的实际情况，李村灵选择

带着非遗走出去。一方面通过展览交

流活动展示织锦技艺的精髓；另一方面

积极推动壮锦进校园，从当地的幼儿园

到初中，“壮锦小课堂”正在播撒一颗颗

传承的种子。此外，靖西壮锦厂与国内

多所高校联手，在厂房内开设了研学实

践工作坊，艺术类、纺织类等专业学生

不仅能亲手尝试编织壮锦，更能将好想

法变成好产品。

“非遗传承人是荣誉，更是沉甸甸

的责任，壮锦是精妙绝伦的非遗技艺，

更是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我会用毕

生的精力，将它传承发扬下去，让世界

看见我们的文化色彩。”李村灵说。

壮族织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村灵——

巧手织经纬   融合传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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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村灵正在打梭织壮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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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抱龙村，坐落

于秦岭北麓，是一个风光秀美、环境清

幽的小山村。然而，村主干道与农田

之间落差两三米，常引发交通事故，急

需一道防撞墙。传统做法多为钢筋水

泥，但在驻村规划师的指导下，村民们

以鹅卵石砌“龙身”，小青瓦塑“龙脊”，

构建出一条蜿蜒如游龙的“龙墙”。这

道 朴 实 而 生 动 的 防 撞 墙 不 仅 安 全 实

用，还与远处秦岭起伏的山势相映成

趣，成为网红打卡地。村民们对这道

凝聚心血的墙也倍感自豪，总是主动

提醒游客爱惜保护。类似“龙墙”这样

的“绣花功夫”在抱龙村随处可见，匠

心打造的整洁村容与幽美山水交相辉

映，使抱龙村焕发迷人魅力，成为乡村

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实践表明，发展乡村旅游需要“绣

花功夫”。“绣花功夫”蕴含着对乡土风

貌和文化传统的珍视，不仅有利于激发

村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有利于文化

传承与生态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与

文化，唯有用心发掘、精心守护，方能打

造自身独特的文旅资源。而这就需要

绣花般精细和耐心地充分调研、精心设

计、细心守护。最近我国新增 7 个联合

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阿者科村

的哈尼梯田、官洋村的土楼文化、十八

洞村的扶贫精神、桃坪村的羌寨风情、

溪头村的青瓷文化、小岗村的改革故

事、烟墩角村的海草房，自然风光交融

人文风情，文化特点突出，各具引人入

胜的魅力。这些乡村正因深耕本土文

化脱颖而出，熠熠生辉。

“绣花功夫”意味着勤俭节约搞建

设。抱龙村在打造广场、修筑龙墙时

充分利用废弃砖瓦、天然石材等建材，

既降低成本又融入自然环境，既保留

原始风貌又提升功能便利。这样的建

设避免了大拆大建的破坏，最大程度

减少资金投入。同时，当地材料的巧

妙运用还凸显文化特色。例如，福建

泉州蟳埔村的“蚵壳厝”，以牡蛎壳筑

墙，防水、防潮、耐腐，展现了顺应自然

的生存智慧，成为游客必看的独特旅

游亮点。

记住乡愁、留住文化，需要“绣花

功 夫 ”，而 非 大 拆 大 建 。 后 者 看 似 快

捷，但忽视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容易

造成文化消失、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曾几何时，在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导

致的“千城一面”备受诟病。今天我们

在乡村建设中绝不能再走老路，绝不

能 让 大 拆 大 建 导 致 传 统 村 落 风 貌 消

失、文化中断、失去特色，落入“千村一

面”的窠臼。

相比之下，“绣花功夫”是一种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的科学方法。它以尊重

乡村特质为前提，精心雕琢每一处细

节，让乡村在保护中得到发展，于和谐

中焕发活力。乡村的自然风貌和文化

传统是千百年来岁月所积淀和形成的，

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于这

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倍加尊重、倍

加珍惜。只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

下“绣花功夫”，乡村才能成为既宜居又

宜游的美好家园。

许多人向往乡村的淳朴自然、宁静

安详，这种需求给发展乡村旅游、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机遇。而村民们

对乡土文化的自豪与珍视更是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愿更多乡村

以“绣花功夫”绘就美好家园，让自然与

人文的诗意在广袤田野间生生不息。

美丽乡村建设多下“绣花功夫”
张   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