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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后排左）和黄晓青（后排

右）在学校与学生们合影。

在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

上海气象希望小学，“90后”陈伟和

妻子黄晓青扎根大山深处，用心教

育山里的孩子。

陈伟和黄晓青的老家在安徽省

怀宁县小市镇，2017年，他们通过

考试成为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

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

校。现在，这对夫妻教师把两个女

儿也带在身边，上课时由陈伟的母

亲帮忙照看孩子。

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只有

7名教师，夫妻俩除了自己负责的语

文和数学主课以外，还要兼上音乐、

体育等课程。陈伟告诉记者，山区

小学缺少老师，他希望有更多的年

轻老师到基层来。

“每天和学生们在一起，真的很

快乐。”黄晓青说。

新华社 张端 摄

影像大山深处的“90后”夫妻教师

面孔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郑茜

“是喜悦还是心酸，答案留给今晨

一点，仍在努力的执行员。”近日，台州

黄岩区执行局局长林森的朋友圈发布

了这样一条信息——一名父亲与女儿

相见、拥抱，从执着到最后放弃抚养

权，执行员圆满完成了这起探望权、抚

养权纠纷案件的执行。

加入法院的25年，林森一路见证

着执行的一点一滴。日新月异的变迁

里，这位执行“老兵”唯一不变的就是

初心。

林森1994年加入法院，最初在基

层派出法庭担任书记员。那时审执不

分离，执行手段又很单一，做财产调查

的时候，林森和同事们只能一个银行

一个银行地跑，一笔一笔财产地查。

“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更多的单

位帮助协查就好了，对不履行义务的

被执行人能采取的措施太有限了。”林

森说。2011年，他担任黄岩法院执行

局局长后，便开始进行了逐步的探索。

针对被执行人难找，黄岩法院在

全省率先和公安机关建立了网上协查

机制，实现了网上数据对接、24小时备

勤、被执行人零距离法院交接。很快，

当地工商、民政等单位也跟上，和黄岩

法院建立了网上协查机制。

协查工作变得越加顺畅起来，住

着酒店宾馆、坐着高铁动车的被执行

人前来法院乖乖履行义务；很多十多

年前案子的申请执行人，拿着从法院

领来的执行款，握着林森的手，激动地

说不出话。那一刻，林森觉得，无数次

的加班熬夜似乎一点也不累了。

年轻时的梦想如今触手可及，网

上轻点鼠标一键查控到位，失信联合

惩戒，“执行天眼”精确查找被执行人

位置……但在林森看来，无论时代如

何飞速发展，依然还有一些东西未曾

改变。

房屋腾退仍是执行中的一个棘手

问题，特别是唯一住房的腾退。有一

次，黄岩法院一起借贷案件执行，申请

人是一位老人，将养老钱借出去后没

能要回来，强制执行阶段，法院准备查

封房屋，被执行人反倒理直气壮，“我

只有这么一套住房，你们要拘留我可

以，要卖我房没门！”

林森仔细翻阅案卷，反复对照被

执行人的“招数”，找出执行“唯一住

房”的切入点。最后，法院先准备了一

间“过渡房”，既解决了强制腾房后被

执行人没有住处的尴尬，又断绝了他

拒不搬迁的“幻想”。接着，法院用“廉

租房安置”作最低生活保障，在申请人

的债权与被执行人的生存权找到了平

衡点。随着房子顺利腾退拍卖，执行

案子也完美结案。

这个案子的成功解决，为唯一住

房执行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促成了

一大批老案子了结。黄岩法院唯一住

房的机制构建获得了省高院院长乃至

最高院副院长的批示肯定。

这些创新取得的成效，也激励着

林森往更深层次去探索，2014年，黄

岩法院开始探索“专业化协作+全案责

任到人”执行新模式，组建了三个专业

协助小组，负责查控、处置、分配等共

性事物，执行的效率和精细化大大得

到提高。破解了机制难题后，黄岩法

院的很多探索都从中延伸开，探索出

来的网拍标准被编制为全省实用网拍

手册，建立的限高打击机制以及执行

义务宣誓下的退出机制助推执行向纵

深发展。“黄岩法院这些年的执行创新

之路就是全国执行改革的一个缩影，

我们是搭上了时代快车道的幸运儿。”

林森说。

通讯员 胡昌清

“这里并不意味着你人生的终点，而是在黑暗

中指引你寻找光明。”——暗色的底色中，一片白

光通过铁窗射到在押人员身上，云和县看守所管

教民警蓝小林对这幅漫画创作很是满意，并配上

了前面的这段话。

今年39岁的蓝小林在成为管教民警之前，

当了13年的小学老师。2011年，他通过公务员

招考，进入云和县公安局，分配在云和县看守所，

一干就是8年。这8年间，他做过巡查、收押、管

教、内勤。“教书育人和管教在押人员，都是‘灵魂

塑造’工程，有着相通的地方。”蓝小林说。

用创作漫画的方式，来宣传法律、感化在押人

员，是蓝小林这些年摸索出的一套柔性工作方式。

作为曾经的美术和电脑技术课老师，2014年

初，蓝小林看到丽水市公安局萌警漫画室招聘漫

画创作人员，就报名参加了。“我可以利用自己的

特长，结合身边的例子，创作一些警示漫画。”蓝小

林说。

一开始，蓝小林的创作主题和内容都是根据

工作室的需求来“定制”的。直到2018年10月，

缙云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钭政雄，在微博上

看到蓝小林画的警示漫画，觉得非常好，便将他画

的6幅警示漫画做成展板，张贴在缙云县案管

中心。

从那时起，蓝小林就萌生了用漫画作品来警

示和感化在押人员的想法。请示了几位分管领导

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蓝小林很快就

创作出了19幅漫画，并制作成画板。2018年11

月，看守所的走廊上装上了一道“漫画墙”，成了所

内一道靓丽的“风景”。

与以往的警示语录相比，“漫画墙”无疑多了

一份柔和与暖意，少了些许冰冷和刻板，宣传效果

立竿见影。画板被张贴在看守所通道的走廊上，

每当在押人员走过，他们都会不自觉地多看两眼。

“李某因涉嫌盗窃被抓，在押后曾有抵触情

绪。但后来我们发现，每次提审他的时候，路过这

条走廊，他都会抬头去看那些漫画。慢慢地，他的

态度缓和下来了，也比较配合我们的工作了。”云

和县看守所所长王骏说，“李某态度的转变不能说

全是‘漫画墙’带来的作用，但漫画是一种无声的

力量，直击他们心里，有时比我们说教更管用。”

蓝小林接下去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亲情、感

化、警示的相关漫画制作成册子，发给在押人员，

能让他们有时间的时候就翻翻，有更多感悟。

表情

留声机

“近几年，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越
来越重视了，无论是向各地的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还是走诉讼程序，我们打
假维权的速度都明显加快了，效率明
显提升。”

——鲍才胜
鲍才胜是一家面包糕点房的创始

人，2004 年在北京市朝阳区开了第一

家面包房，以自己姓氏创立了“鲍师

傅”品牌。因糕点味道鲜美有特色，

“鲍师傅”成了网红，不少消费者排队

购买。

由于一直专注于糕点制作，“鲍师

傅”商标没有全方位注册，只在30类糕

点上注册了商标。鲍才胜说，让人没

想到的是，北京易尚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了与“鲍师傅”品牌相似的商

标，还在“啤酒、矿泉水、奶茶等”品类

以及“餐馆餐厅等”类别上注册了类似

商标，同时广招加盟商开起了糕点连

锁店。

据悉，北京鲍才胜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已在全国多地对北京易尚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发展的加盟商发起了18起

诉讼，目前，在南京、苏州、北京等3地

共有7起诉讼已经结案，法院均判定被

告商标侵权。

管教民警蓝小林：

用漫画温暖人心

台州黄岩法院执行局局长林森：

25年见证执行的“变”与“不变”

林森（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