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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烈 慶 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

據內蒙古錫林浩特市
官方透露，1987年

該市人民法院結合牧區審判工作特
點，設立了牧區巡迴法庭。1994年更
名為錫林浩特市人民法院牧區巡迴法
庭，管轄3個蘇木、1個鎮、1個國營
牧場，轄區面積1.3萬平方公里，人口
近2萬人。

解決糾紛 兼顧普法
「人民法官給咱做主哩！」86歲的

牧民樊倉談起「巡迴法庭」的好處時
激動地說。老人說，因贍養糾紛，他
曾一紙訴狀將三子一女告到巡迴法
庭。案件受理後，當地法官當天就趕
赴樊倉居住的蒙古包，詳細聽取了案
件糾紛情況，然後將其子女召集到
家，通過耐心講解子女贍養老人的法
律義務，幾個子女最後均表示要承擔
起贍養義務，使老人安度晚年。

令牧民毛日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次他家一隻綿羊被同隊牧民呼和格日
勒扣留，多次索要未果便告上巡迴法
庭。法官問清原因後，隨即驅車前往
距市區110公里的呼和格日勒家。因
呼和格日勒居住的蒙古包附近亂石叢
生，汽車無法通過，在蘇木負責人的
幫助下，法官只好騎馬入戶，一個多
小時才趕到。通過對當事人雙方耐心
講解相關民事財產的法律法規，並說
服教育，最後呼和格日勒表示自己扣
羊的方式欠妥，毛日和也認識到進入
他人承包草場放牧的錯誤，一堂生動

具體的法制教育課解決了兩戶草場
牧畜紛爭，最後雙方握手言和。

就地審理 方便牧民
據知，被牧民稱之為「最佳傾訴
地」的「馬背法庭」，現有蒙漢兼通
雙語法官3人，蒙漢雙語書記員2人，
其中1名審判員為碩士研究生學歷。為
了更好地服務當地牧民，該「馬背法
庭」還建立了到偏遠牧區巡迴收案、
就地立案、就地審理工作機制，切實
將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力爭把糾紛
解決在最基層，化解了大量的社會矛
盾。該巡迴法庭2005年4月被最高人
民法院授予「全國優秀法庭」；2014
年1月被內蒙古自治區高院授予全區法
院系統「集體一等功」光榮稱號。

巡迴法庭既是草原上的「馬背法
庭」，又是流動的法律宣傳站。近
30多年來，牧區巡迴法庭共受理案
件逾4,200宗，其中以簡易程序審理
案件數佔90％左右，案件調撤率在
85%以上。

在重慶開縣大德鎮渡佳社區800米高的大山
上，村民們常被鄰居易興榮、胡啟培夫婦的舉動
所感動。易氏夫婦的孫子易陽患漸凍症12年來，
兩位老人一直精心照顧，不離不棄。孫子想看外
面的世界，祖父甘當愚公修山路，推孫子出門散
步、曬太陽；孫子病痛，祖母冒險上山挖草藥。

祖父修路扭傷 祖母採藥骨折
今年71歲的易興榮說，孫子易陽1半歲時每走

一步就會左右搖晃，多走幾步就會摔倒。隨後，
易興榮舉債把孩子送到成都、上海、重慶等地醫
治。經院方診斷，孫子患上了罕見的漸凍症。如
今，12歲的易陽雙腳肌肉萎縮，骨骼細小變形、
嚴重扭曲，癱瘓不能行走，雙手勉強能夠輕微挪
動。孫子癱瘓不能行走，無法出門，卻又嚮往外
面的世界，想看風景。但屋後山坡是孫子出行最
大的「攔路虎」，山坡與房屋有60°的坡度，而
且沒有路，全是雜草、碎石和泥巴。易興榮決定
為孫子修一條路。挖泥土、挑碎石、割雜草，為
了修這條山路，易興榮扭傷了腰，曬脫了皮。最
終歷時3年，一條寬1.2米、長1公里的觀景山路
建成。
易陽常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大汗淋漓，祖母胡

啟培從醫生處了解到，當地山上有一些草藥曬乾
煎熬後，浸泡雙腿，能減輕孫子的痛苦。於是，
上山挖草藥成了胡啟培心目中的頭等大事。今年
5月的一天，胡啟培摔倒造成骨折，並扭傷了左
手，但她還是忍痛把滿滿的一背簍草藥背了回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毅重慶報道

今日適逢國慶節，90歲高齡「華籍美人」吳雪莉再
次從櫃子裡取出珍藏了60多年的五星紅旗，然後蹣跚
着腳步，第66次把那面依舊鮮艷、沒有一絲褶皺的國
旗顫抖着掛在家門口。這面購買於1949年9月30日的
國旗，在每一個國慶日，都會飄揚在這位老太太的家
門口，66年從未間斷。

周恩來親自批示「中國國籍」
1925年出生於美國南部的阿肯色州的吳雪莉，是全
國「十大功勳外教」、河南大學終身名譽教授，1946
年來到中國。自己不是「外教」，「已經是個中國人
了」，吳雪莉用她那帶着點洋味的流利開封話反覆向
記者強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吳雪莉還沒有中國國
籍，但她卻處處替中國着想，處處維護中國形象。

1975年，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吳雪
莉順利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了名副
其實的中國人。 從1979年開始，
每隔幾年，吳雪莉都會利用回美國
探親的機會介紹、宣傳中國。
1984年，丈夫去世後，她的六個
子女先後移居美國，但耄耋之年的
吳雪莉選擇留在中國，她說，「自
己就像樹紮下了根，已經習慣了這
片土壤，離不開中國了，我要留在中國見證國家前
進、發展的歷程。我愛這個偉大的國家，我愛這裡的
人民，我相信我們的國家會越來越好，越來越美
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攀，

通訊員劉怡、陳成河南報道

福建福州歷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在國家文物
局授牌「中國首個社區博物館」後，其中心館
「劉家大院」於國慶試開館。據悉，劉家大院將
以解讀坊巷為展示主線，集中介紹社區居民的鄰
里生活，多側面輻射老福州社會生活。
據悉，劉家大院是三坊七巷最大的古民宅，上
世紀初福州首富「電光劉」的家宅，着名作家郁
達夫也曾居於此。修復後的這個院落仍然算是福
州豪宅，不僅門檻、院牆多且高，其中的閣樓也
可稱宏偉，而且院內暗道及廂房內地板暗格都顯
示了建築的精巧。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建忠福州報道

失主王先生向寧夏銀川市的士公司打來表揚電
話，再三感謝該公司的哥王亮拾金不昧的義舉。
前幾日，王亮在銀川工商銀行一營業網點拉載一
位乘客到太陽城下車。王先生說，他下車着急趕
去辦事，回到家後才想起剛剛取出的11萬元（人
民幣，下同）不見了。抱着試試看的想法，跑到
小區門口尋找。看到的士竟然還停在那裡。王先
生告訴記者：「袋子裡的現金分文不差，我拿出
1,000元給王亮以示酬謝，可他拒絕了。」
面對大額現鈔，王亮說，當時想如廁，鎖車時
才看到後排座的袋子。打開一看全是錢，就沒敢
再動，只想物歸原主，別的什麼也沒想，一直在
車上等着，相信失主一定會回來找。」幾十分鐘
後，失主王先生急匆匆從家裡趕到小區門口，沒
想到王亮還在原地等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寧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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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深處「馬背法庭」
化干戈為玉帛贏美譽

為了傳播科學知識，淨化網絡環境，由中央網信辦、食藥監
總局等有關部門支持的食品闢謠聯盟近日正式發佈首期食品闢
謠榜，對於網絡傳言的「垃圾小龍蝦」、「壯陽瑪卡」等食品
正面回應、解說。
在闢謠榜中，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風險交流部研究員
鍾凱表示，小龍蝦由於生命力很強，屬於雜食動物，可以在污
染水體中生存。不過，現在餐館中的小龍蝦基本是養殖的，且
小龍蝦體內的重金屬大多集中在頭部，一般人們吃的尾部並無
太多重金屬，所以引起中毒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上海交通大
學農業與生物學院教授張才喜表示，食用瑪卡對強腎保健、提
高免疫力確實有益，但至於是否能夠提高性能力，目前卻還沒
有確鑿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華籍美人」66載逢國慶日掛國旗

寧夏的哥拾寧夏的哥拾1111萬萬
原地待失主原地待失主

食品闢謠聯盟食品闢謠聯盟：：
吃小龍蝦中毒可能性不大吃小龍蝦中毒可能性不大

年過七旬的重慶老人牟登
德最愛做的事，就是雕刻石

像，從《水滸傳》中的108將到《紅樓夢》「金陵十二
釵」，從《西遊記》師徒四人到《三國演義》群英薈
萃，每一個經典人物都栩栩如生，細緻入微。牟登
德說，「晚年並不想靠這些石像謀生，只想堅持一
份愛好。」 ■文 /圖：中新網

石刻名著人物

在茫茫的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

腹地，牧區巡迴法庭因其特有一

面，成為當地牧民解決糾紛的「傾

訴地」。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在中

國審判機構領域頗為獨特的「馬背

法庭」已經走過了近30年。

■中新社

■祖父祖母為易陽揉腳。 本報重慶傳真.

■「馬背法庭」的法官們在牧區開展
法律宣傳。 網上圖片

■三坊七巷有着200多座明清建築。
本報福建傳真

■吳雪莉再次掛
起五星紅旗。

本報河南傳真

■「馬背法庭」在牧民帳
篷前就地審理一宗草場糾
紛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