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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于世界舞台的中国司法智慧
韩维正

来溪口，体验乡村艺术街区

让艺术与乡村双向奔赴
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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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法庭上剑拔弩张的两方，不仅握手言
和，还共同给法官发来感谢信——这样罕见的
司法场景，不久前就真实发生在了中国，是中
国司法智慧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展现。

故事的两位“主人公”来头都不小，一边
是英国老牌家电企业“戴森”，另一边是中国
新兴家电厂商“追觅”，双方围绕吸尘器专利
问题已争议 4 年之久，互相发起诉讼 20 多起。
今年 5 月，曾经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两家，
终于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的
主持下达成战略和解，并分别发来了感谢信。

追觅公司在感谢信中表示：“柯胥宁法官
切实考虑各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减轻了当事
人的诉讼负担，并实质性化解了纠纷。”戴森
公司也表示：“贵院的努力向世界表明了中国
正日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为什么一场中国法院的调解，能做到让当
事双方都满意？甚至还赢得了国际知名外企对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的称赞？

首先因为这个案子确实“难上加难”。双
方当事人均是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各自拥有
专业的法务和律师团队，不仅在国内均起诉过
对方侵权，而且在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知识产
权纠纷。而围绕同一专利认定的诉讼，中国与
德国法院之间，甚至中国法院之间的裁判结
果，都存在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即使是败诉
方，当自认为掌握新证据时，也会努力尝试翻
案。这意味着，就算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判
决或许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
化矛盾，产生更多纠纷。正所谓“案结”容
易，“事了”不易。

面对国际性难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
权法官们没有选择“一判了之”，而是充分运
用中国司法智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进行“实质解纷”。矛盾再大，双方也能
找到利益共同点：经年累月的专利纠纷，耗费
企业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而一旦涉案
产品被认定为侵权产品，相关的销售利润便
很有可能成为赔偿依据，这也为企业的经营
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只有真正解决问题、
减少诉讼负担，公司才能轻装上阵，把更多
精力放到经营上。正是法官时时设身处地为
当事人着想，才让一对“老冤家”重新坐到
了谈判桌前。

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司法智慧有效且好
用。和解不仅能达到诉讼目的，更能减少未来
诉讼风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双方约
定日后如有纠纷，将先经由对话平台充分沟通
协商，而不是一纸诉状直接对簿公堂。这在一
般的调解或和解协议中是很少能看到的内容，
既最大限度减少了双方新的诉讼纠纷的产生，
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司法创新。

这种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思路，源于现代化
的审判理念。今年 7月，全国大法官研讨班明
确了审判理念现代化的重要要求——

“要坚持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理念。把实质
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司法审判的目标、
导向，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在每一个审判
环节都把服判息诉的功课做到极致。”

戴森、追觅达成和解，不仅是一次做实审
判理念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还体现了中国最高
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加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决心，更是中国积极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证明。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寒山
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每每读到唐
代诗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被诗人描
绘的乡村田园景色所折服。现今，快节
奏的城市生活，让越来越多艺术家、青
年创客选择乡村，采风创作、扎根创业。

这对处于振兴中的乡村来说是一
件好事。艺术家、青年创客等可以为
乡村带来浓厚的艺术气息，提升村民
的艺术素养，陶冶情操，对提升乡风
文明有着极大的益处。同时，乡村还
可以打造艺术街区等文旅产业，吸引
客流，增加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愿景美好，事在人为。如何把契

机转化为现实，需要乡村下大力气，
不仅要为艺术家、青年创客等提供优
质的服务，还要引导好村民参与其
中，让艺术与乡村实现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离不开政策支持。如今，
党和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地
应该因地制宜，为像艺术街区、博物馆、
文化体验馆等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政策

支持，让文化能进来、留得住。
落实政策、提供服务、带动村民，

这些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一个有能
力、有创造力的乡村党组织将会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要不断加强乡
村党组织建设，让党组织在发展文旅
产业、提升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传梭博物馆、农历博物馆、鑫藏修书屋、人人三小时
公益加油站、蔡志忠文化馆、红曲飘香非遗体验馆、玩竹
工社竹艺体验馆、所氏圆竹家居馆、海飘来艺术馆……
走进浙江省余杭区百丈镇溪口村，各种不同特色的艺术
体验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沉浸式的体验不断吸引着
各地游客。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文化振兴是重要方
面，因此，打造别具风格的乡村艺术街区就是乡村振兴的
应有之义。溪口村党委明确艺术与共富融合发展的艺术乡
建促乡村振兴思路，通过开展艺术乡建，创新探索“艺
术+民宿”“艺术+研学”等乡村发展新模式，让越来越多
的村民享受到艺术与乡村振兴共融发展带来的甜头。

竹产业是余杭区的特色产业，将竹艺术的推广和发展
融入共同富裕中，余杭区一直在探索。余杭区结合“余上
富美”共富工坊，通过扶持政策和名师、名品、名校、名
基地、名企业“五名”工程，实施“党建联建”等赋能举
措，成立竹产业链共富工坊联合体。所氏竹业圆竹公社、
万竹工社竹艺体验馆等一大批文艺主体加入共富工坊，通

过直播带货、开设毛竹手工艺深加工技术培训班、推广竹
手工艺品等方式，培养村民的制作技艺，帮助村民增加收
入，不断推进共同富裕。

回到北京的这些天，耳边还经常响着知了的叫
声——像是云南的午后，密林间知了成群结队，一齐在
喊着“热”。

虽然已至秋天，但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
腊县的天气依旧炎热。勐腊位于云南省南端，东部、南
部与老挝接壤，西南隅与缅甸隔澜沧江相望。由于地处
亚热带，这里植被茂密。“勐腊”一词来自傣语音译，意
为“茶之地”。近年来，随着途经这里的中老铁路开通运
营，这个边境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铁路修到傣家寨

从北京到勐腊，需先乘飞机到西双版纳，然后换乘中
老铁路列车，一路南行。虽不是假期，但车上几乎坐满了乘
客，有的说着当地方言，有的讲普通话，还有的说英语。

坐在旁边的乘客杨先生是云南昆明人，在勐腊县城
做边境贸易生意，创业两年多。他说，以前从昆明到勐
腊，主要坐汽车，得大约 12 个小时，现在只需要 4 个多
小时，“不仅节省时间，坐着宽敞舒服，还不需要中途换
车，方便多了”。

“铁路修到我们傣家寨子，祖辈人都讲，以前咋过敢
想嘛。”坐在对面的是一个傣族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她
是勐腊本地人，前些年嫁到靠北一些的景洪市。她说，
有了这趟车，很多村里人第一次走出大山，这几年读大
学、做生意的也变多了。

不到 1小时，列车抵达勐腊站。出了勐腊站北广场，
满目大片橡胶林，边上的场坝更热闹：塔吊旋转、水泥
车疾驰，工人正忙着建设厂房。在一个写着“百川国际
物流”牌匾的楼房下，记者见到了勐腊百川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畅。他是勐腊人，多年在老挝打拼。中
老铁路通车后，他毅然决定回乡投资，公司主营国际公
铁联运、货物仓储、进出口贸易等业务。

“走，去看看我们的仓库。”张畅边走边打开话匣子。
“没干过，困难多，最主要是对货物办理流程不熟悉。”他
指向远处，铁路边停着一列货运列车，“还记得第一次跟
车，送货到成都火车站，就碰上了麻烦。由于没有经验，
我在火车站折腾了将近一个星期，也没能把货物提出来，
最后在铁路工作人员帮助下，才解决了难题。”

随着中老铁路货运业务兴起，别的物流企业集中精
力跑业务、找客户，张畅却调整了思路——建设仓储设
施。他解释说，如果没有货物集散地，就容易陷入火车
等货或者货等火车的怪圈：越没有货，火车车皮越少；
车皮越少，货就越少；而有了仓库中转，以前一周都发
不出去的货物，现在两三天就能发出。

说话间，仓库到了。这是两个分别有数千平方米的
铁皮房，库里堆放着冰箱、彩电、饮料、小麦等物资，
工人正用叉车将货物搬上货车。张畅说，除了勐腊站，
公司还在中老铁路多个站点开设分部，到今年底收发货
将突破 10 万吨，实现营业额逾 3000 万元。

“中老铁路开通，为勐腊企业带来了很多商机。”
张畅指着正在建设的工地说，“公司正在完善仓储基础
设施，争取早日开通公铁海联运业务，把业务做到东
南亚。”

中老铁路让务工人员“腰包”也鼓了。巨擘物流公
司承担了百川国际物流的仓库货物搬运工作。装卸工江
贤军来自湖南，在勐腊打拼了 5年多。他说，中老铁路
开通后，他和工友接到的活儿多了，拿到的工钱也涨
了，“以前一个月挣六七千元，现在加上提成能拿 1 万
多元”，他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勐腊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中老铁路开通以来，
勐腊县人流和物流量增长显著，2022年客运量达到50万
人次，公铁联运货运量达 200万吨。铁路的开通还带动
当地制造业、物流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吸引了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或就业。

职高迎来留学生

一片云彩，一阵雨，雨后勐腊县城空气更加清新。
在县城边，有一所招收老挝籍学生的学校——勐腊县职
业高级中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中老铁路开
通，中老两国在经贸、科技、旅游、教育等领域交往日
益密切，该校成为很多老挝学子学习汉语的首选之地。

21岁的篇珐·通坎米来自老挝万象。今年3月，她放
弃了国内大学的学习机会，来到这里。半年多过去，她
已经能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篇珐说，她的姐姐曾是勐腊职高的学生，现在在中
老铁路任列车长。“以前来中国需要坐七八个小时汽车，
这次来学校报到坐火车，只要4个小时。”篇珐说，她毕
业后希望像姐姐一样，用学到的汉语知识，促进中老两
国交流合作。

中国文化博大深厚，让很多老挝学生产生浓厚兴
趣。19岁的葛叫·潘马尼翁有一个中文名字——陈小美。
她的爷爷是一个华侨，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她说，自己
从小对长城、故宫十分向往，希望将来能到中国各地去
旅游，了解中国文化。22 岁的宋篇来自老挝丰沙里省。
学习汉语是他的梦想，他认为汉字、汉语知识很有魅
力，“很多汉字和形状相似，比如‘串’字，一个木棍串
着两个肉片，很形象”。

勐腊职高招收老挝学生的历史，可追溯到 2001年

9 月，该校开设汉语翻译人才培训班。勐腊县职业高级
中学校长周渤介绍，起初开班时，学生主要来自老挝北
部几个省。办学至今，已累计招收老挝籍学生近 3000
人，覆盖老挝18个省、直辖市和特区。

周渤说，国家近年来对职业院校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仅免除学生学费，还提供补助。为提高教学质量，学
校采用“双师、双语、双班主任”教育教学模式，利用

“师生结对、生生结对”的形式教学，不仅教授汉语，还
开展电脑、电子商务、智慧农业、中国文化等专业培
训，“学生不仅掌握汉语，还学到了创业知识、专业技

能，了解了中国文化”。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很受欢迎，有的进入中国职业院

校继续深造，有的回到老挝，在海关、教育、旅游、贸易等行
业发挥积极作用。”周渤说，他到老挝进行教育交流时，多
次遇到教过的学生，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叫“周老师好”。

“中国和东盟国家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情感相依，
这就是教育交流、文化交流的作用和价值。”周渤说。

云南省政府 2016年发布的 《支持勐腊 （磨憨） 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若干政策》 中，提出支持试验区建
设面向东南亚的汉语言培训和职业技能技术培训学校。
周渤说，在对外教育的路上，学校将继续主动服务和融
入“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汉语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能
力，促进民心相通，用汉语点亮“一带一路”。

列车带来八方客

中老铁路通车后，一列列飞驰的列车，带来了八方游
客，为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10月1日，补蚌村会龙村民小组格外热闹，身着节日盛
装的村民载歌载舞，和游客一起欢庆特色旅游村开园。

走进会龙村，立刻会发现这里的特别。好生态——紧
邻国家 4A 级景区望天树景区，三面被自然保护区环绕，
可谓“长在景区里的村寨”；好村貌——家家户户是红墙
绿瓦的哈尼族新居，门口花草争艳、果实累累；民族特色
浓郁——这个以哈尼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村寨里，不
仅有特色民宿和农家乐，还有欢快热情的歌舞……

“我们哈尼族有句俗话，叫‘天帮忙、人努力’。村有很
多资源，但以前就是不会用。”坐在宽敞的院坝里，补蚌村
委会党总支书记罗永才回忆起8年前，动员村民房屋改造
时遭遇的曲折：

改造前，村民住的大多是两层的木头房，上面住人，下
面关牲口，很多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摇摇欲坠。2015年，在
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村委会发动村民贷款建房。然而
第一天开会时，同意的村民不到6%。“大家都有顾虑，主要
是怕没能力偿还贷款。”第二天开会时，罗永才向村民保
证，将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让大家富起来。经过动员，
六成村民同意贷款——这个结果并没有让罗永才满意。第
三天开会时，他更加具体阐述产业发展方向，就是依托景
区发展特色旅游业，打造菌草、采摘等产业，而房屋改造是
基础。会后投票，村民一致赞成。

村里建设热火朝天，看着一栋栋崭新、漂亮的新房，村
民都心气很足。为解决私搭乱建、家禽牲畜粪便等问题，党
员干部带头拆除彩钢瓦、围墙，搬迁猪圈、鸡圈，大伙一看，
都跟着拆除自家违建。村里还对景观台、路面、下水道等公
共区域进行改造提升，每家每户打造小菜园、小花园、小庭
院，栽种花卉、果苗和野菜，以前拥挤脏乱的村寨一下变得
干净整洁。

“望天树景区边上，有个会龙村值得逛”，游客的口口
相传，让会龙村人气渐旺。村里顺势发动村民开办民宿和
农家乐，还请来老师，开展餐饮、客服和礼仪培训。村民杨
忠搞起了餐饮，不仅做农家饭，还售卖自制的拌牛皮、酸
笋、肾茶、普洱茶等特色农产品。杨忠说，中老铁路开通后，
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变多了，“平时每天两三桌客人，节假日
和周末时客人更多，到了饭点要请村里人帮忙”。目前，全
村43户村民中有23户开设民宿，还有12家开办了农家乐，
设立农产品、工艺品商店，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1.8万元。

不单单是会龙村。在曼烈村，能品尝到中国、老挝两国
的民族特色美食；在河边村，爬山看水赏热带雨林，可以玩
好几天；在曼仑村，有原生态的傣族竹楼和美食……在中
老铁路沿线，一个个乡村各有各的“拿手绝活”，助推勐腊
乡村旅游业逐渐繁荣。据统计，去年勐腊县旅游收入达 79
亿元，比中老铁路开通前增长了67%。

记者离开勐腊时，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到昆明中转。疾
驰的列车外，只见村寨里新
房栋栋，窗户玻璃在夕阳下
泛着金光，光线在胶林中时
隐时现。这些和美乡村，像
是用铁路线串起的一颗颗珍
珠，等待着更多中外游客去
发现、去体验。

勐 腊勐 腊 纪 行纪 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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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云南省勐腊县境内的动车组在云南省勐腊县境内的
中老铁路线上行驶中老铁路线上行驶。。 李云生李云生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在百川国际物流公司仓库外，工人用叉车装货。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本报记者在中老铁路勐腊站采访百川国际物流
总经理张畅 （左）。 查 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