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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雪江那间不大的办公室
里，5本厚厚的工作日记静静地躺
在办公桌上，记录着他勤政为民的
点点滴滴。在其中一本日记的扉页
上，“厚德崇法 明理致公”8个字格
外清晰。

同事们记得，他很敬业。楚雄州
中级人民法院的郝永刚回忆，在楚雄
州人民法院一起共事时，有一回，因为

要赶材料上班去得早，刚到自己的办
公室门口时，就看到对面办公室的李
雪江正在弯腰收拾沙发上的毯子，再
看看桌上一叠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稿
件，他明白了，李雪江又加班到深夜。
李雪江身为办公室主任，并没有让下
属加班熬夜，而是自己默默担了下来。

同事们记得，他很有趣。2017年
春节，李雪江组织大姚县人民法院

举办了第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大家
一起排练表演，欢歌笑语犹在耳边。

对待同事他关怀备至，对待家
人他精心守护。工作之余，李雪江都
会尽量陪伴妻子孩子。可是他的家
在楚雄市，自从到大姚县人民法院
工作以后，与家人聚少离多成为他
最大的遗憾。

家里，岳父岳母帮操持着家务，

妻子顶起了半边天，一家人生活简
朴。大儿子 11岁了，他说：“爸爸走
了，以后我会保护好妈妈和弟弟。”3
岁的小儿子说：“爸爸出差去了，周
末就会回来。”

“虽然雪江走了，但我会好好抚
养两个孩子长大，把他们培养成像
他爸爸那样有大爱、敢担当、讲奉献
的人。”李雪江的妻子说。

他身体力行守护小家传播大爱温暖家人同事

在邹路遥的信念里，突击
队的每一名队员都应该是一把
尖刀。

2017年的一天，昆明警方接
报称一嫌疑人持枪劫持人质并索
要赎金。接到任务后，邹路遥主动
请战，迅速驱车返回并和队友一
起担负核心区域处置任务。因嫌
疑人有枪，危险程度很高，邹路遥
和队友一直等待在门口伺机突
击，并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没
有丝毫的松懈。数小时后，邹路遥
和队友把握处置时机，快速冲进
房间，果断扣动扳机，当场击毙凶
残的犯罪嫌疑人，成功解救全部
2名人质。

参加公安工作13年多，昆明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邹路遥坚守突击队岗位13载，一
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嘉奖，云
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云南省

“先进工作者”、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等无数荣誉的背后，积
淀的是他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
英勇故事。

2012年 3月，邹路遥和同事
接到指令：“任务保密，时间不定，
断绝外联。”当晚飞赴景洪后，邹
路遥才得知即将参加的是公安部
专案行动。

如此特殊的任务，对于大多
数公安民警而言，从警一生也不
一定会遇上一次。在随后的80多
天时间里，邹路遥跟随专案组风
餐露宿，辗转多地，深入犯罪集团

腹地，捣毁其势力部署，成功抓捕
集团主要成员。期间，“特殊”的工
作要求和纪律，让邹路遥无法获
悉家中的任何情况，家中亲人亦
无从知晓他的丝毫消息。父母担
忧、妻儿挂念。

邹路遥曾答应儿子，以后再
不出远门了；也曾答应妻子、父
母，以后再不会突然失联、长期消
失了。但作为特警，这样的承诺实
在太难。在任务来临之时，邹路遥
的选择依然是“舍小家、顾大家”。

2015年 3月，在接到任务通
知后，邹路遥义无反顾地远赴外
地执行为期4个月的轮训执勤任
务。邹路遥带领队员克服长期异
乡工作的艰辛和远离家人的孤
独，参与多个专项抓捕行动，成功
抓捕 50多名嫌疑人。在离家的 4
个月里，家里两位老人生病住院，
同为警察的妻子在坚守岗位的同
时，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
子。为了让邹路遥安心工作，妻子
一直没有告诉邹路遥家中的情
况。任务完成回到家中，妻子再也
没忍住泪水……

坚守突击队岗位13年，历经
数次生死考验，完成多起重大案
事件处置。邹路遥的感悟是：作为
一名特警突击队员，只有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祖国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在践行入
警誓言和实现特警梦想的路上忠
诚履职，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尹瑞峰

王杰是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
局古城派出所玉河广场警务亭

“亭长”，他每天的工作更多是给
游客寻找失物、调解纠纷、提供咨
询等。事情虽小，但王杰严格要求
自己，认真、细致，耐心、周到服
务。

王杰和同事们每天 24小时
三班倒连轴转，无论寒暑，都在警
务亭前披挂 15公斤重的单警装
备，站立执勤近 10小时，在日均
游客量 3万至 8万人次的玉河广
场周边步巡 3万余步，日均服务
1000多名旅客……这一组数据
背后，是一颗始终把群众冷暖安
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人民警
察平凡朴实的心。

2018年 7月 18日，持续阴雨
的丽江迎来了晴天，古城玉河广
场游人如织。15时 30分左右，刚
刚结束巡逻回到玉河警务亭，王
杰就听到大水车处传来哄闹声：

“一个女孩掉下去了”。他来不及
多想，迅速冲到玉河桥边，只见大
水车下粉色衣裙随波起伏，却不

见人影。王杰纵身跳下河，在齐腰
深的水中将卡在大水车下的一名
小女孩救助上岸。

玉河广场是丽江古城的北大
门，是游客游览古城的第一站，著
名的大水车、东巴风铃长廊就在
广场旁边，是无数游人拍照合影
的地方。站立，是王杰的工作常
态，他不断指南引北，耐心服务群
众，平均每天要为游客解决上百
起小事，用自己的热心服务和一
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向海内外游客
展示着云南警察形象，站出了一
道靓丽“警”色。

遗失寻物、走失寻人、救助服
务……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古城
民警和天南地北游客之间发生，
一件件暖心事，彰显着民警们服
务人民的宗旨意识，也丰富着来
丽江游客的美好旅行回忆。担任

“亭长”以来，王杰事无巨细的服
务也让游客和市民感到了暖心，
玉河广场警务亭共收到锦旗 72
面、感谢信200多封。

本报记者 尹瑞峰

本报讯（通讯员 何赟 李晓
东）日前，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
治县龙蟠乡政府公共服务中心
挂上了“金沙江流域（玉龙段）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公示
牌”，标志着丽江检察机关金沙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长效
机制初步建立。

玉龙县地处“三江并流”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区，被誉为“长江上
游最后一个绿色堡垒”，金沙江从
玉龙县塔城乡入境，流经巨甸、黎
明等 9个乡镇，59个村委会，全长
364千米，是丽江打造金沙江绿色
经济走廊的核心区。

玉龙县检察院在长期的工
作中探索出“党委主导、政府参
与、检察监督、多部门联合执法”
的金沙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模
式，形成了“监督就是支持”的共
识。玉龙县检察院联合生态环
境、交通运输、自然资源、林草、
水务、森林公安 6家行政单位，在
金沙江流经玉龙县的 9个乡镇、
59个村委会挂“金沙江流域（玉
龙段）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

公示牌”，由各乡镇负责人担任
第一责任人，并将各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及联系方式进行公示，
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对破坏金沙
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及
时举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
查处整改。

为保护好金沙江“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丽江市两级检察机关
以“金沙江流域（云南段）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专项监督行动”为
抓手，牵头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
开展“金沙江网箱养鱼问题专项
督导行动”和“金沙江流域（丽江
段）非法采砂综合治理专项行
动”，积极参与玉龙县金沙江生态
环境“清废行动”，办理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程序 27件，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12件，督促关停和整
治违法养殖场 83个，涉及养殖面
积 114209平方米，查封、拆除、整
治非法砂场 23个，清运江砂 8000
余立方米，查封江砂42900余立方
米，金沙江流域非法采砂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两岸地貌及土地复
垦复绿得以恢复。

本报讯（记者 尹瑞峰）为客
观反映全省各地社会治安状况，
树立群众导向和问题导向意识，
切实提升平安云南建设水平，省
委政法委对 2018年度全省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进行了调查。近日，
调查结果正式出炉，全省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调查综合满意率为
94.91%，其中，昌宁县 98.8%，在
全省各县（市、区）中名列第一；富
源县91.21%，为全省最低。

在州（市）排名中，保山市以
97.1%的好成绩拔得头筹，排名

最末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为
93.37%。昆明市以 93.9%的成绩
排在第13位。

省委政法委还对各州（市）、
县（市、区）的执法满意率进行了
调查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省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执法满意率
为 94.37%，其中保山市 97.3%排
名第一，昭通市 92.39%排在末
位。漾濞彝族自治县 98.69%居首
位，昭阳区、祥云县、会泽县的执
法满意率不到 90%，其中会泽县
最低，为88.81%。

本报讯（通讯员 王猛） 近
日，省司法厅在昆明召开《云南省
艾滋病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专
家论证会，听取来自云南大学、省
社科院、省药物依赖研究所、省妇
幼保健院等单位的法律专家、业
务专家对条例修订草案提出的论
证意见。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组织实施四轮防治艾滋
病人民战争，特别是《云南省艾
滋病防治条例》于 2007 年 1 月
实施以来，艾滋病疫情得到有效
遏制，从艾滋病防治攻坚战进入
持久战时期，由艾滋病流行的重
灾区向全国综合防治示范区转
变，截至 2019年 8月，累计发现
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 10.9万例。目前，艾滋病防治
形势依然严峻，老年人艾滋病感
染者及病人数呈上升趋势，边
境地区艾滋病防控难度加大，
流动人口、在校学生艾滋病防
治措施亟待改进，同时艾滋病

防治工作存在一些制度瓶颈。为
深入推进全省防治艾滋病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中国遏制与防
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
最大限度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
病人，有效控制性传播，持续减
少注射吸毒传播、输血传播和母
婴传播，进一步降低病死率，逐
步提高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生
存质量，不断减少社会歧视，有
必要修订《云南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

会上，与会专家结合各自学
科专业知识对条例修订草案涉及
的艾滋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预
防控制、宣传教育、医疗救治、边
境合作、保障措施等进行充分论
证，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草案
提出了具体意见或者建议，对增
强条例的时代性、突出针对性、提
高可操作性，推动我省艾滋病防
治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检察风采

“自从有了分调裁审中心对不
同类型案件精准分流，我可以安心
进行家事审判，办案效率更高了。”
这是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家事
调解中心法官李波的切身感受。

此前，一些非家事案件也会
来到他这里，办案吃力不说，部门
交叉也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影
响了办案效率。如今，分调裁审中
心把案件进行细分，能调解的就
调解，该经济的就经济，让案件办
理顺畅地流动起来。

分调裁审中心是法院系统全
面开展“分流+调解+速裁+快审”
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今年 4月，
西山区人民法院设立全省首家

“分调裁审中心”，探索案件高效
办理新模式。

该中心设立人民调解室、公证
调解室、家事调解室、律师调解室等
调解区。当事人到法院登记案件时，
事实清楚、有调解基础的案件，驻扎
在调解区的法官、律师、特约调解员
会对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调解成
功后，法院将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
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就立案处理。

西山区法院代院长杨越介绍，
案件分流就好似一条河流的分流
体系，立案时，案件经过初步甄别，
根据类型分流到不同的审判部门；
对于符合快审条件的案件，则积极
适用督促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特别
程序、小额诉讼等加快案件办理；
其他类型的案件，除必须适用普通
程序、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外，均
以简易程序立案受理。

“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
如建设工程合同、医疗事故责任纠
纷等交给审判经验丰富、专业化水
平较高的‘专科法官’审理；快审案
件交给‘全科法官’速裁。”杨越表
示，案件按标准各归其口，实行简
案快办、类案专办、繁案精审。

该简就简，简中求速，极大提
高了办案效率。2017年至今年7月
31日，该院受理民商事案件37089
件，其中20244件采用简易程序和
速裁方式审理，占54.6%；5名员额
法官人均收案 1257件，人均结案
1122件，2019年上半年人均结案
高达778件，同比增50%。

本报记者 尹瑞峰

＞ 最美基层民警

暖心“亭长”王杰

雷霆特警邹路遥

＞ 资讯

2019年上半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出炉

全省综合满意率94.91%

省司法厅召开《云南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修订草案）》专家论证会

玉龙县59个村委会挂上
生态保护监督公示牌

西山法院设立全省首家“分调裁审中心”

案件实现精准分流

＞ 今日视点

没有写完的工作日记
——追记大姚县人民法院院长李雪江

本报记者 尹瑞峰

“他的这本工作日记刚刚写到一半，人就没了，永远离开
了我们……”话刚出口，大姚县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李宝翠已
经泣不成声。

日记本上的时间定格在2019年7月8日。这天上午，李
雪江主持召开全县法院2019年上半年审判运行态势分析
会，吹响了“百日攻坚”执行专项行动和下半年高质量审判

工作的号角。第二天，李雪江在公务途中不幸车祸遇难，年
仅42岁。

长歌当哭挽忠魂，司法为民洒热血。这位在同事眼中勤政
廉洁、务实干练，在群众眼中敢于担当、一心为民，在家人眼中
有爱有为、无微不至的好领导、好干部、好丈夫、好父亲走了，
留下的是太多践行初心使命、守护公平正义的温暖瞬间。

2016年 1月，因为工作成绩突
出，李雪江从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
法院办公室主任一职调任大姚县人
民法院院长，扛起了大姚法院“一把
手”职责。

大姚县多为山区，少数民族聚
居，“送达难”“立案难”“执行难”等
问题严重制约着法院工作，阻碍了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

以问题为导向，从突出问题改
起。李雪江以身作则，加班加点研
究，带领班子成员带头办案，结合山
区实际，依托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网格化管理平台”，探索以“人民
陪审员＋村两委班子”为主体的“网

格化”送达模式，有效缓解了困扰多
年的“送达难”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成效的最好体
现就是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不断增
多。”李雪江这么说，也这样做，他带
领全院认真落实立案登记制度，大
力推进巡回审判，打造集“法律宣
传、预约立案、庭审公开、判后答复、
以案释法”为一体的巡回审判民生
工程，变“坐等办案”为“上门办案”，
把法庭搬到当事人家门口、病床前。

法官多走路，群众少跑腿，换来
的是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在大姚
县，同一乡镇的案件巡回审判率高达
90%以上，案件当场立案率达96.4%。

执行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的最后环节，为守好这最后一环，力
促公平正义，李雪江把自己编入了
执行团队，身先士卒带头办案。

2018年8月16日晚上9时，正在
办公室加班的李雪江接到消息，拖欠
5万元执行款的失信被执行人肖某出
现在大姚县城。随即，他通知执行团
队集合，火速前往寻找被执行人。

当晚10时左右，被执行人被带
回法院执行局。审问时，李雪江苦口
婆心释法明理，但顽固的肖某依旧
态度强硬，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法院
当即决定对肖某进行司法拘留，当
晚将其送到拘留所。工作结束，已是
深夜12时。

在得知母亲被拘留后，肖某之

女从贵州赶回，主动与申请执行人
达成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肖
某被提前解除拘留。

从“雷霆行动”到“利剑行动”到
“云岭总攻”……在一系列执行行动
中，李雪江都冲锋在前，带领执行团
队取得了辉煌战果。2016年 1月至
2019年7月9日，大姚县法院共受理
各类执行案件2836件，执结2565件，
执结标的 11350万元，顺利通过了

“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验收。
“雪江院长到大姚法院工作了

1289天，每一天都像一位战士，为
司法进步和公平正义拼尽全力。”大
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勇红着
眼眶说。

这几年，一边是执行攻坚战，一
边是脱贫攻坚战，李雪江“两战”一
肩担，用初心书写正义。

从农村走出来的李雪江，深知
贫困之苦，对困难群众也就多了一
份牵挂。

2017年 6月，李雪江被选派为
湾碧乡巴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湾
碧乡是大姚县最偏远的乡镇，这里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一半以上。2017
年以前，湾碧乡部分村寨不通公路、
不通电、不通水，打个电话都要爬上

山顶才有信号。
到湾碧乡的第一天，李雪江就

开始投入扶贫工作，与湾碧乡巴拉
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凤云琼一道，步
行 3个小时，穿过树林、玉米地，走
访乜波罗村的贫困户王成妹。

一进家门，李雪江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王成妹已经 60 多
岁，两个儿子将近 40 岁，智力都
不健全，一家人靠领低保过日子。
住的石棉瓦房连门都没有，屋里
一片漆黑，地上东一个锅西一个

壶，墙边竖着一张席子，放下来就
当床睡。

看到这一幕，李雪江内心一阵
酸楚，当即坐下来和一家人交心谈
心，寻找脱贫之策。得知王成妹家种
植核桃，但苦于道路不通核桃收回
来卖不出去，他果断建议其易地搬
迁至通路的地方。搬迁到路边后，收
购商贩直接来到家里，村里的群众
也纷纷伸出援手帮着摘核桃，200
多棵核桃树一年收入就一万多元，
成功脱了贫。

无数次，在风雨里走村入户，在
烈日下查看脱贫项目进展，李雪江
始终把贫困群众记在心上。在他和
法院干警的推动下，去年，乜波罗村
实现了通水、通路、通电，结束了黑
暗封闭的历史，发展致富的道路更
加光明。

“眼前纵有千钧担，自己也要
带头挑。”这是李雪江生前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正是这种担当，推
动他一心为民的脚步坚实有力、从
未停歇。

他走进每家每户出谋划策助力脱贫攻坚

他把自己编入执行团队带头办案守护公平正义

＞ 法院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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