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邵雪平

本报讯 日前，衢州小女孩文文丢失

人工耳蜗一事，引发了全网关注。在衢江

公安的及时介入下，文文的“小耳朵”被成

功找到（本报 11 月 28 日 1 版曾作详细报

道）。

这则“暖新闻”如今又有后续。12月3

日，文文的母亲代表全家向衢江公安分

局、樟潭派出所致谢，并向捡到人工耳蜗

的小男孩一家道谢。当天，文文见到了捡

到她“小耳朵”的小哥哥小辉。

小辉名叫何建辉，今年6岁。事发当

天，他随家人上街，在回家路上，看到路边

有一个小物件，便拾起来查看，却不认识

是什么。回家后，他把这东西交给了爸

爸。小辉爸爸何先生说，当时他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但总觉得这东西可能很重

要，怕有人寻找，就细心收了起来。不久，

公安机关联系了他，最终证实小辉拾到的

小物件，正是文文丢失的价值20多万元的

人工耳蜗外机。

樟潭派出所特意为小辉举办了一个

小小的颁奖仪式，表扬他为文文找到了

“小耳朵”。“这次你跟警察叔叔配合得很

好，一起做了件好事，以后也要继续做好

事哦！”民警朱潇程为小辉送上了一张写

着“拾金不昧好少年”的奖状。小辉开心

地说，他长大了也要当警察，帮助更多人。

在七彩桥幼儿园里，两个可爱的小家

伙一见面，就“自来熟”了。文文为小辉送

上了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作品，奶声奶气

地说：“谢谢哥哥！”小辉也给妹妹带来了

自己的礼物——一双小手套，还特别贴心

地帮妹妹戴上。他郑重其事地对妹妹说：

“今后千万不要再把‘小耳朵’弄丢啦。”

民警也给文文送上一只可爱的玩具

小狗。文文抱着小狗，乐呵呵地对大家

说：“谢谢，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

‘小耳朵’，不会让它再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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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4日，在第三个国家宪法

日到来之际，填补了我国宪法主题纪念馆

空白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在杭州

正式建成开馆。这一段“西湖印记”被以可

见、可感的方式，生动呈现。

二

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关于宪

法草案的讲话时，就曾说：“用宪法这样一

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

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

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

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

人民的积极性。”

作为根本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宪

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定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政体，确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开启

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新

纪元。

时间来到 2022 年，历史经纬再次

交叠：

今年，是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40周

年。40年来，现行宪法始终为改革开放保

驾护航；今年，正逢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面开启；今年，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

法”重要论述10周年，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有人说，宪法那么“高大上”，和普通老

百姓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宪法与你我他

都息息相关。

如果说，国家是一座大厦，宪法就是大

厦的地基。

家不可无规，国不可无宪。我国宪法

对国家发展作出了权威性描述，用根本法

的形式确认了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通过

宪法，全民共同意志得以凝聚；通过宪法，

国家基本政治架构得以确立；通过宪法，国

家前进的根本道路得以明晰。

如果说，法律体系是一株茂盛的大树，

宪法就是大树的根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

法律、条例、规章，乃至行政措施，追根溯

源，都源于宪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

原则和要求。反之，一切不符合宪法的作

为都要及时被纠正。

如果说，我们每个公民、企业、团体都

是一辆行驶的汽车，宪法就是最基本的交

通规则。

通过宪法，国家向公民和法人组织作

出了享有基本权利的承诺；通过宪法，法人

主体和公民也明白了自己的基本义务和行

为的边界。

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是一个受宪

法保护的独立个体，是有着独立的人格权

的“人”；到了适学年龄，宪法保障我们受教

育的权利，我们在学校领略了国旗、国歌、

国徽的庄严；18岁，我们拥有了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要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成家后买房置业，宪法又保障

我们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到了退休年龄，

在宪法的保障下，不必担忧退休生活……

从人身权利到财产安全，从政治权利、人身

权利到价值实现，宪法和每个人的命运紧

紧相连。

68年来，为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变化，我国宪法经过多次修改和修订，每

一次的变化，既是对时代

进步的印证，也丰富完善

了我国经济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加强人权保障等

内容。

三

良 法 善 治 ，同 心

同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

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这其中，执政者是“关键少数”。

如何让执政者当好“尊、学、守、用”

表率？

可以简单概括成三句话：生尊崇宪法

之情，增遵守宪法之能、建依宪执政之制。

向宪法宣誓，是为了在内心构建对宪

法的尊崇之情。

2015年，《浙江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

制度办法》实施后，从一省之长，到乡镇公

务员，在新提任时，都要进行宪法宣誓。在

浙江，每年都会不定期举行各类公职人员

任职宪法宣誓活动，仅以省会杭州为例，在

过去5年里，就有722人次领导干部进行

了宪法宣誓。不久前，省农业农村厅就举

行了2022年度新提任工作人员集体宪法

宣誓仪式。一位参加宣誓仪式的新提任干

部说，仪式虽然简单，但向宪法宣誓，既是

一场思想的升华，也是一次行动的宣言。

学习宪法知识和法律考试，是为了提

升宪法意识和能力水平，更好地守法、

用法。

浙江省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开展的

年度法律知识考试，已经连续开展了14

年，每年约有40万人次的公务员参加。全

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领导干部任前法律

知识考试也实现了全覆盖。年度法律知识

考试和干部任前法律考试成绩已作为领导

干部任职、晋升、考核的重要依据。

实施备案审查制度，是为了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公民合

法权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

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

权威。

在浙江，规范性文件被送到浙江省人

大常委会后，便进入“法制体检”流程。各

专门工作委员会对相关法规进行认领，工

作人员则作为“专科医生”对不同领域的法

规精准诊断。

备案审查的首要标准，就是不能同宪

法、法律法规相抵触。一旦发现问题，省人

大常委会就会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

定机关不予纠正的，省人大常委会将对该

规范性文件依法予以撤销。坚持依宪治

国，要求立法工作必须以宪法为最高法律

规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工作纳入法治

化轨道。

省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报告显示，仅在

2021年，就收到各制定机关报送备案的规

范性文件85件，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纠”。

遵守宪法，也是全体公民的责任。浙

江一直在努力让宪法知识“飞入寻常百姓

家”，擦亮“宪法与浙江”的金名片。一系列

“宪法+”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感到宪法

离自己很近、联系很紧、感情很亲。

这些天，丽水松阳的农村货郎普法队

伍，正带着宪法宣传资料，走进距离县城

80多公里的小吉村，把宪法法律知识送到

山区库区“最远的地方”。近年来，全省开

展了以“宪法宣传十进”（即宪法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

家庭、进网络、进“两新”组织、进宗教活动

场所）为主题的“宪法进万家”活动。累计

开展各项活动1万余场，覆盖人群达3000

余万人次。

全省首家宪法宣传数字馆——台州数

字宪法馆，也在这个宪法宣传周开门迎

客。如今的之江大地上，类似的宪法主题

公园、场馆，已超400余个，它们遍布城市

乡村，成为广大群众学习宪法的“新课堂”。

运用新媒体开展宪法宣传，浙江起步

很早。浙江普法政务微博开展的“我们一

起学宪法”网络学法活动，已连续举办12

年、累计阅读量达1.1亿人次。活动在今

年又如期而至，引燃广大网友线上学法热

情；开播5年收获超千万粉丝关注的“法治

村里话宪法”系列网络直播，获得司法部领

导点赞。

宪法宣传，已然渗透到百姓生活的点

滴之间。黄昏时分，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

畔的普法茶馆里，快板《宪法宣传我先行》

抑扬顿挫，伴着水声灯影，传向远方；杭州、

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地，一列列宪法日

主题宣传地铁、一条条“宪法巴士”专线，穿

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

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

仰。在浙江，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正在成为

越来越多人的行动自觉。

抚今追昔，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之地，在法治浙江建设中，宪法精神必将更

深更牢地扎根在人们心田。宪法和浙江的

故事，即将翻开全新的篇章。

文文和小辉成了好朋友文文和小辉成了好朋友

宪法，我们共同的准则

《寻“耳”记》后续

文文和捡到她“小耳朵”的小哥哥见面了
小哥哥说，他长大了也要当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