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盛世玩收藏。时下热衷收藏的
人是越来越多，于是，由收藏引发的
纠纷日渐增多。本报《社会与法》周刊
契合这一社会热点，先后刊发了我采
写的《一张“清末双头纸币”一“借”!"
年》《标价 !#$万元名茶具竟是仿冒
品》有关收藏纠纷的独家报道，在全
市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报道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法律法规的
完善。鉴于收藏领域目前我国还没
有专门的鉴定评估机构，也没有相
应的法律法规，主渠道的缺位，不但
会造成整个收藏市场的信任危机，而
且也造成了法院依法裁判定纷止争

的困难。在《标价 !%$万元名茶具竟
是仿冒品》一案中，由于没有相关权
威部门鉴定这套茶具的真实价值，让
法官在判案时也犯了难。最后，法官
做了许多市场调查，咨询了相关专
家，才得出大致的结论。法官建议收

藏品鉴定评估亟待建章立制，又鉴
于涉诉的拍卖多次发现违规违法的
行为，法院向拍卖行业协会发出司
法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拍卖企业监
督管理，建立拍卖企业诚信审查和
考核制度。最近，拍卖行业协会已经
积极回应，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
业规章，与法院和新闻界一起共同
推进这方面的管理机制创新。

! ! ! !本月中旬，闸北法院传来一
条信息：上岛咖啡雇“酒托女”带
网友入店行骗，原汶水店总经理
和“酒托女”均获刑。随着这篇追
踪新闻的见报，我 &月份采写、刊
发在 &月 %$日“社会与法”版上
的有关闸北警方破获“酒托女”诈
骗案的报道，画上了句号。
从今年开始，报社创办“社会

与法”周刊，这无疑给我们从事法
治报道的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过去因为版面所限，许多内
容非常精彩的法治报道，也只能
写成篇幅较短的文章刊登，记者
写起来伤透脑筋，读者看得也“不
过瘾”。有了“社会与法”周刊这个
“舞台”，记者也有了大显身手的
“用武之地”，但我也时时提醒自
己：在“大舞台”上唱的“戏”，必须
是“精品力作”。

要出“精品力作”，就得深入
基层深挖。我成了公安部门、检察
院和法院等单位的常客。上岛咖
啡雇“酒托女”带网友入店行骗这
个案子，就是在闸北公安分局找
线索时，从通讯员石芳凝那里找
来的。此类案子以前也听说过，但
发生在“上岛咖啡”这样名气很大
的品牌店里，却是闻所未闻。在闸
北公安的大力配合下，我采访了
案件的经办人员，详细了解了前
因后果。写作时也采用“作案片
段”、“揭秘”等手法，显得比较新
颖和有针对性。最后还请办案警
方做了“如何识破酒托”的提示。

! ! ! !一周之内，'次在
同一个村子放火，未
满 (&岁少年小东（化
名）因放火罪被普陀
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年。《未满 !&岁少年
为何一周内 ' 次放
火？》的主人公小东如
今正在监狱服刑，当
时法庭上的一幕仍然
清晰印在我脑海：当
小东看到从老家赶来
的老祖母跪抱住自己
痛哭流涕时，竟然连
一滴眼泪也没有，甚
至对奶奶咆哮：“全是
我不对，我知道了，你
们不要哭好不好，哭
就给我出去！”还用手
狠狠地捶击桌子。正
是家庭教育的缺失，
导致小东心理扭曲，最终寻找纵
火作为宣泄方式。

这是一个有着悲惨遭遇、令
人同情的孩子。*岁时父母离婚，
自此再没见过母亲。疼爱他的父
亲却在他 )'岁那年去世。之后，
孩子辗转在奶奶、姑姑家中。几个
姑姑文化素质较低，对小东也都
比较粗暴。最终，小东渐渐人格扭
曲，并选择放火来报复。

记者了解到，小东目前每个
月都会有固定的心理辅导员进行
心理矫治。辅导员会给小东一些浅
显的动画、书籍，让他从故事中获
知道德理念。但是，半年后当小东
服刑结束后，又将何去何从？这是
记者所担心的。社区矫治工作者将
会跟踪回访，但家人对他的理解和
关爱才是矫治成功的关键。

! ! ! !回顾这一年在《社会与法》周刊
刊登的稿件，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
的却是我采访报道的一个小人物。
在国际禁毒日前夕，我采访报道的
《“今天的正常生活对我而言来之不
易”———昔日“瘾女子”讲述戏剧般
的人生经历》刊登在《社会与法》周
刊首页上，后来有许多媒体跟进报
道。至今我想起戴某的生活经历，都

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觉。
此前，我在向市禁毒办同志了

解采访线索时，其中一个线索“隐
藏”在一大堆枯燥的公文中，只有
寥寥数句，但马上吸引了我的注
意。一名叫“戴某”的女性曾经为了

吸毒将自己 * 个月的男婴卖给别
人，现在由于丈夫的关心、社工的
关爱，已经戒断了毒瘾。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同为女性同为母亲
的我，更是难以想象身为母亲怎么
可能将自己的孩子转手卖人。为此，

我决定就从这个罕见的线索入手。
但戴某却不愿意接受采访，我

只好找到和戴某联系多年的社工吴
东明，在他的多次劝说下戴某才同
意接受了采访。由于戴某的故事跌
宕起伏，我在采写时采用了类似纪
录片的新颖写作形式，当天一口气
就写出了近 '+$$字的初稿，因为有
真情实感，写作起来十分顺畅。

! ! ! ! %$!! 年 ! 月 !, 日上午 * 时，
拉开窗帘，现出一片银装素裹的世
界。我无心欣赏，只为如何前往远
在闵行颛桥镇的法院旁听采访发
愁。空中雪花仍如棉絮般飞舞，地
上积雪没脚，踩进去就是一个深
坑，开车、乘公交车和出租车显然
都不可能，只有轨道交通最保险
了。于是，我换乘三条轨交线路，再
顶风冒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 -$

分钟来到法院。
原被告都迟到了。坐在空荡荡

的法庭，我情不自禁想起这桩案件
的前因后果———原告和被告是曾
守望相助的至亲，却因一次动迁反
目成仇。这样的故事不少见，出人
意料的是，被告方为在动迁中多得
利益，竟安排 %%岁的儿子与刚离

婚领着 )岁幼子生活的 %.岁表姐
假结婚。然而，他们仍未满足，将本
应得到一套住房的原告扫地出门，
任他们蜗居在月租 '++元的棚户。

开庭后，双方唇枪舌剑，作为
旁听者的法官和我，听着都不是滋
味。被告自称曾帮助原告从新疆回
沪后落户，如今却成了被蛇反咬一
口的农夫，法官一针见血指出：“你
并没有农夫那么高尚！”同时也劝
慰原告，毕竟得过亲人帮助，也要
懂得感恩，珍惜亲情。
一个上午的庭审，是一场利益

与情感的较量。虽然原告很快接到
胜诉喜报，讨回应有住房，亲情却无
法重拾。所以，当他们后来把感谢我
踏雪采访的信函寄到报社，我的内
心里并不兴奋，相反，有点唏嘘。

! ! ! !有人在餐厅抽烟，您
是被动吸烟的受害者，您
会劝阻吗？有人遛狗，没
牵狗绳，您会主动提醒
遛狗人吗？小区里水杉
长得快，挡住了窗前阳
光，您会主动向绿化部门
提出修剪申请吗？

您完全有权利去劝
阻、提醒和申请。因为，
依据《上海市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每位市
民都享有劝阻“不当吸
烟”的法定权利；依据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
例》，养犬人遛狗必须牵
引绳索；依据《上海市绿
化条例》，当“绿化树”变
成“扰民树”，居民可以
向管理部门提出“免干
扰”申请。问题是：这些
权利您都用了吗？

在这一年里，能在
《社会与法》周刊上借助“见证”专
栏，去回顾最近 )+年上海地方立法
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感觉很亲切。
可以说，每一部地方立法的孕育过
程，都是这座城市法治进步的见证。
目前，上海现行有效地方法规

共 )'*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
本上有法可依。而要让法律有效作
用于社会生活，需要我们每个人的
权利觉醒和义务自觉。如果我们不
敢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遑论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我们不能恪
守法定规范，那么我们自己就会成
为“规则破坏”的受害者，更无法享
有秩序带来的安全、和谐与幸福。

! ! ! !《社工步入少年法庭亮证据》
是我在 *月下旬采写的一篇独家
报道。案件是一起寻常的变更抚养
关系案———母亲诉父亲虐待孩子，
要求变更抚养权，然而经过社会观
护员的调查，虐待情节并不存在，
普陀区法院少年庭因此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变更抚养关系案件是少年庭
经常遇到的一类案件，但这起判决
却不寻常———庭审中，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普陀区工作站的两
名社工受聘作为社会观护员参加。
将社会观护员作为诉讼参与人，引
入少年庭的民事案件审判中，这在
全市范围内尚属首次。

事隔 "个多月后再次回访获
悉，在少年庭之后的类似案件审理

中，并没有再次请出社工参与，因
为大部分的抚养关系变更以及探
视权、抚养费纠纷等少年庭民事案
件，最终都以调解结案。不过在本
案中，社会观护员在宣判后曾对案
件当事人进行过回访。此外，全市
"++ 多名阳光青少年社工今后将
全面参与到普陀、闸北等 "个少年
庭的民事案件中，而社会观护员的
调查程序和操作细则也在研究制
定中。这次的采访经历给我的感触
很深，从一个简单的案件看出其中
不简单的地方，除了和采访对象建
立良好沟通外，也需要记者本身有
一定的积累。在上期周刊我还采写
了《女子疑丈夫外遇叫儿子痛打
“小三”》一文，也源自少年庭的一
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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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这些报道让我们意犹未尽
———本报记者讲述《社会与法》周刊的“幕后故事”

! ! ! !《刑警 &+-》广播剧，最近刚刚
迎来 &+-期的“生日”。在采访节
目制作的编辑时，她讲了这部脍
炙人口、根植于上海城市记忆里
的作品，十多年来的显著变化：从
刻画个体到更多地刻画群体，从
“神探”的神乎其技到更多科学技
术的应用。
的确如此，老一代“刑警 &+-”，

无论是名震警界的“江南神探”端

木宏峪，还是“三剑客”张声华、裘
礼庭、谷在坤，他们每个人的形象
都是那么鲜明生动，最初广播剧中
刘刚的原型就是他们。但是随着改
革开放，随着社会上人、财、物的大
流动，随之而来的是流窜犯罪、系
列犯罪、有组织犯罪、侵财犯罪逐
渐增多，仅靠个人智慧和力量已无
法适应破案形势的发展，于是，以
个人英雄主义为代表的神探时代

画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是“&+-”
侦查破案模式的变革。

很多人感慨“三剑客”后“&+-”
再无响当当的神探，但实际上，从要
案、命案的破案率来说，今天的数字
远远高于神探辈出的年代。这是科
技的力量，更是合作的力量。这也是
我采写《社会与法》周刊特别策划
《东方 /01》系列、讲述一大批刑事科
学技术人员故事的初衷。他们的加
入，让“&+-”的“金字招牌”更加熠熠
生辉。在他们身上，老一辈的精神依
然未变。他们是永远的“&+-”。

记者 潘高峰

《东方CSI》传承“803”精神

“名茶具拍卖案”推动法规完善

挖掘小人物戏剧般的人生故事

简单的案件中看出不简单 顶风冒雪赶往法庭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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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与法"许多报道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