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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碧华在构建法律共同体会议上发言

最好的怀念是传承你的精神
本报连续报道邹碧华事迹再次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从前天起，本报
连续 !天用头版等重要版面报道了上海市
高院副院长邹碧华的感人事迹后，在政法
界、以及普通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
在悼念他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继承发扬
“邹碧华现象”的精神遗产，凝聚法治力量，
为建设法治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长宁区法院院长陈亚娟对邹碧华为长
宁区法院留下的“财富”如数家珍，“他为长
宁法院做了很多工作，奠定了科学管理的基
础。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作出了为人处事
的榜样。”

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张新是邹碧华

在司改道路上的同行者。他回忆，无数个
“"#$”、“白%黑”，上海高院司改办的那层楼
面常常灯火通明。如今，他的精神支撑着司
法改革的同行者们披荆斩棘，继续完成邹碧
华未竟的事业。
邹碧华曾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发芽”，

如今正在开花结果。上海市一中院院长陈立
斌表示，上海一中院已经与市律师协会建立
了制度化、长效性的交流机制，畅通了组织上
的沟通渠道，增加了信息对称，强化了法律共
同体意识。法官和律师都有推进依法治国的
共同使命，要继承发扬“邹碧华现象”的精神
遗产，形成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

“做一名有良心的法官”
! !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需要坚守的价

值# 理想的完满人格"应当是破除自我"将自

己融入到人民中" 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 无

我"党的事业不朽"如是我心# $

! !理想和信念会带来无穷的力量# 一

个拥有强大理想的人" 会拥有更加强大的力

量"不会为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不会被暂时的

挫折所击垮# 所以"作为一名法律人"应当让

自己确立起强大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你未来

的工作和生活的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来自

于自己的内心# $

&'((年，因为爱情，大学毕业的邹碧华追
随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来到陌生的上
海。一家家敲门投简历，投了 )*多封简历，最
终考进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他打的第一个
电话就是给在老家的母亲，电话另一头的母亲
冷静地告诉他，“你要做一名有良心的法官。”
“良心”二字，成了邹碧华在法院工作 $)

年的座右铭。听说长宁区法院少年庭审判长
顾薛磊要参加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邹
碧华主动在周日抽空约他，一聊就是几个小
时，把当年自己参加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的
经历和想法和盘托出。“邹院长建议我，以做
一名有良心的法官为主题演讲，‘希望法院系
统能再出个杰出青年，让社会对法官更为关
注，对司法更加支持！’”如今，顾薛磊已经捧
回了市十大杰出青年的奖杯，却再也没有机
会对他说谢谢。

+*多岁的王大爷家中，至今珍藏了邹碧
华给他写的亲笔信。听说邹碧华去世的噩耗
后，老人不愿相信，一直在念叨，“他这么年
轻，怎么可能？”王大爷曾在世博会前夕，因为
空调外机噪音影响居住，将一家公司告上法
院，之后反复上访。在时任长宁区法院院长邹
碧华的关心下，法官和居委会一起商量为老
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秋节前，邹碧华还特地
关照法官将月饼送到老人家中，并附上了自
己的亲笔信。噩耗传来，老人哽咽着说：“连我
这样的小事，院长也放在心上，可见他心里装
着多少事情，他是累死的啊。”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刘峥认为，邹碧华之
所以能在社会上得到如此高的关注和礼遇，
固然与其专业学识与人格魅力有着必然的关
联，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邹碧华精神”恰好
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追求，
并回应了当今社会民众对公平正义、司法为
民和精英法官的期盼。

大力弘扬“邹碧华精神”，其价值不仅仅
在于向全社会展现了一个法官、一个领导干部
的良好形象和崇高精神，更重要的是激励、引
领更多默默无闻的“邹碧华”在法治建设、审判
工作、司法改革中，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敢于
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法院里最好的“产品经理”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做得

好一点"社会就会进步一点#一个案子处理好"

对一个家庭"对整个社会都会起到推动作用#$

! !改革这种事情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

拱的"每次能有一点点进步就是成功# $

在邹碧华走上法院领导岗位后，因为他

精通信息化数据，加上经常西装革履一副“精
英范”，有人将他称为法院系统里最好的“产
品经理”。在他担任长宁区法院院长期间，不
怕得罪人，曾率先亲自主导开发了信访投诉
监控系统，让所有的来信来访从纸质化变成
网络化。每天，他在电脑里批示信件，然后分
配到各分管副院长，然后再下达到具体的业
务部门，信息的可视化避免了以往信访件泥
牛入海的情况。在他担任院长的 ,年里，长宁
区法院信访投诉率连续 ,年以超过 !*-的比
例递减。市高院立案庭审判长金鸣说，至今长
宁区法院的信访投诉率仍是全市最低的法院
之一。

长宁区法院院长陈亚娟介绍，针对执行
难的“老大难”问题，邹碧华改革了传统“一人
包案”的执行流程机制，将执行分段切割成接
待、查控、研判、强制四个环节。这种专业化、
集约化的优势，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使长宁
区法院的执行绩效迅速跃居全市法院前列；
还防止了人情干扰执行的弊端，每个环节相
互合作又互相监督，执行投诉率比改革前下
降了 +)-，执行流程的改革入选了“.*/* 年
全市依法治理十大优秀案例”。

在上海市高院，法院律师诉讼平台的服
务已经辐射到全市，这也是当年邹碧华在长
宁区法院首创的。事实上，这个平台的搭建不

仅方便了律师办案，还让诉讼过程的各项事
务公开“晒”出来，防止“黑箱操作”，最终保障
的还是当事人的权益。

在邹碧华去世后，人们将他留下的“财
富”一一盘点后发现，这些看似只是运用信息
化的“创新产品”，实际上蕴含的是邹碧华用
心良苦，希望用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实现共同
的终极目标———把司法权利晒到“阳光”下，
关到“笼子”里，让老百姓在每一起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每个人都是历史”
! !你想把树枝伸向天堂" 就要把根扎

向地狱# $

! !每个人都是历史" 如果能让自己完

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 $

长宁区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张枫回忆和
邹碧华共事的 ,年，称“那是我重拾梦想、重
燃激情的岁月”。不少干警们更将邹碧华称为
自己“活着的梦想”，在法院里有一大批他的
“超级粉丝”。张枫担任副庭长，分管诉调对接
中心，这也是在邹碧华倡导下在全市法院中
的创新之举。但诉调对接中心运行后，却有律
师写来投诉信，认为诉前调解浪费时间，影响
诉讼效率。

张枫有些灰心困惑，邹碧华却问了一连
串的问题：“诉调对接中心的服务到位吗？”
“调解员的调解水平专业吗？”“调解员的情况
当事人和律师清楚吗？”

在邹碧华的建议下，法院不但为调解员
培训法律知识，还派调解员到银行、酒店学习
礼仪：“法院一样也要提供五星级的服务。”从
此，每起案件立案后，当事人和律师都能收到
两条短信，一条是介绍调解员姓名等情况的，
并承诺在时限内主动和当事人或律师联系；
另一条则是法院的服务口号：“我们用心为您
创造美好生活。”后来，一名律师激动地给法
院写来感谢信：“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法院的短
信，非常人性化；调解员的专业调解让案件顺
利结案，谢谢你们！”

对于“邹碧华现象”，邹碧华的“忘年交”、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认为，可以用
“改革者的修行，担当者的责任”来概括他的
思想精髓。透过“邹碧华现象”，值得深思的
是，法院和法官如何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在践行法治的艰难行程中，邹碧华凭借自己
的信仰和坚韧，把别人难以担当的重任扛在
了肩上。虽然他身居领导岗位，但不惧怕一时
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总是尝试在制度内做
一些突破和创新，践行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的蜡烛精神。

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认为，邹碧华对
司法改革的推动，对当事人的关怀，对法律工
作者的平等和尊重，对学术的专注钻研，对年
轻同事的热情引导，对学生的耐心教导，都令
人深受感动，他无愧是司法改革道路上的“燃
灯者”和前行者。

邹碧华在自己撰写的《法官应当如何对
待律师》一文里，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或许可
以为“邹碧华现象”写下注脚———
“法治的根基是———信任，德肖微茨将这

种信任称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资本’，但这种
信任，这种司法的公信力，归根结底是由一位
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人积聚和建立起来的。”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精英法官"倡行!阳光法治"

!!!探寻"邹碧华现象#背后的思想内涵

“世间已无九步法，法官当如邹碧华”……邹碧华的突然离
世，震动了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人们在心底里深深地怀念他、
留恋他。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赢得了整个法律圈的尊敬，引发社
会普遍的共鸣，这被人们称之为“邹碧华现象”。
让我们追寻邹碧华的人生轨迹，还原这位好党员、好法官的

音容笑貌，探寻“邹碧华现象”背后的思想内涵。

! ! ! !这是一次罕见的采访经历# 上海市高院

副院长邹碧华心脏病发骤然离世当天" 记者

从法院朋友处得知这一噩耗" 难以置信# 当

晚"微信朋友圈内一时间!满屏皆是邹碧华$"

被刷成了一片灰白色# 人们自发用各种方式

怀念这位 !"岁就英年早逝的好法官#

邹碧华已经离开 #个多月" 但 !邹碧华现

象$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仍在升温%发酵#今年 $

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追授邹碧华同志!全国

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同月"中共上海市委也追

授邹碧华同志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他离去的日子里" 记者先后在北京%上

海采访了数十名他的同事%家人%朋友%律师等"

用完了两本采访本# 采访中"记者带好纸笔"还

随身准备了餐巾纸"为采访对象"也为自己# 无

论是军人出身的硬汉"还是平时不苟言笑的法

官"甚至和他从未谋面的普通老百姓"常常是回

忆着和他生前的点点滴滴"泪水就不由自主地

滚落&&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

地"渺沧海之一粟# $和天地%沧海相比"人是

何其渺小#但邹碧华却说)!每个人都是历史"

如果能让自己完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

逝者已矣"在怀念他的同时"我们从!邹碧

华精神$中汲取了前行的动力#在他去世后"北

京大学法学院传出消息"将设立!邹碧华奖学

金$"以纪念他在司法工作上的突出成就#

!对你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传承你的

精神"对法治梦想的赤子之心# 你让我们相

信"只要有梦想 %就能在现实的土壤中开出

花来&&$&'后年轻法官陈婷婷说#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