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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迹。 ?名家箴言 一、记忆的

辉煌 吉林省的律师参与信访已经走过了十年。有如人生的道

路，起始于出生地而越走越远。惊鸿一瞥，往事跃然。 那是

一九九九年的初春时节，长白大地，残雪未消。一份“为农

民张喜山苇塘承包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的批件转至案头。原

来，原吉林省人民政府省长洪虎到洪涝灾区检查灾后重建工

作，来到前郭县穆家乡穆家村。省长发现灾后新村只有几家

农家房舍上没有电视接收天线，便对随行人员说：“到这几

户走走”。于是他信步走进一家，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

男孩在家，便问道：“你姓啥呀？”小男孩回答“姓张”。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叫张喜山”。“你们家今年种地

的种子、化肥备齐了没有？”听到省长关切的询问，男孩不

禁声泪俱下，边哭边答：“我家连口粮都要断了，有点钱都

用来打官司了，哪有钱买种子化肥呀。我姐过生日，跟我妈

要一元钱买条红腰带我妈都没有。”“打什么官司？”“我

爸爸承包的苇塘前年让人家抢了，我爸告状，告到哪都不赢

，今早我爸说去上访”。 事情复杂，一时难以判断。省长对

男孩说：“请转告你的爸爸妈妈，司法机关一定会给你们一

家一个公正的结论，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渡过生活难关

。”随即，省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两百元钱放到男孩的手

中。 1999年4月6日下午，省政府秘书长主持召开了“省长在

白城、松原检查工作时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会议，会上



责成省司法厅派出律师为农民张喜山提供法律援助。一周后

，省长亲自到司法厅听取案件情况汇报。当听到省法律援助

中心派出骨干律师为农民张喜山提供法律援助，中心为张喜

山的两个孩子买了书包课本时，省长感动得握着厅领导的手

连声说：“政府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哪！”随即，指示省司

法厅要通过对农民张喜山提供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研究总

结法律援助为打不起官司的困难群众提供无偿帮助的好方法

；研究律师介入信访工作的新思路；研究解决涉诉信访问题

的新举措。省司法厅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成立省政府法律

顾问团和在全省广泛开展律师参与信访值班服务的工作方案

迅速形成。 如果说，人生是生命的尊严，力量和价值的体现

，那么，领导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社会责

任感，一定意义上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甚至决定一个时代，

决定人的一生的命运。吉林省的律师是幸运的！ 近十年来，

全省律师为各级党委政府重大事项提供法律意见书千余件。

其中，仅省直律师参加政府大型经贸项目的研发论证达百余

件。图们江区域大开发凝结着律师的聪明睿智；与德国、香

港、澳门经贸协作的洽谈展示着律师的职业风采；东北亚高

层论坛显现着律师的真知灼见；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会事响

亮着律师厚重的声音。 十年来，全省律师为配合各级党、政

、信访部门处理重大群体上访案件；为处理重大疑难信访问

题提供法律意见；义务为信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年以万计

。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吉林省律师在依法治国的一盘大棋中，奋力搏弈，用自己

的辛劳勤勉为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为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为构建和谐和的法治社会，励精图治，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中央电视台的“法治在线”栏目，对吉林省律师参与信访

工作给予了报道，祖国大地荡起律师参政议政的声音。那时

刻，由此而生的一种鸿?的责任和道义，使得记忆中的回溯更

为沉潜久远，刻骨铭心。 二、流动的“蒙古包” 如果说，草

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天然屏障，那么土地便是农民的衣食父

母，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正确处理土地关系，关乎农业发

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利，保护

他们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利，是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三农”

政策的核心所在。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

法》，证明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农民张喜山苇塘承包经营案

的关注，实际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超前

感悟。农民张喜山一家是幸运的。 有人说，苦难与幸福是一

对栾生姊妹。几年的维权经历，让张喜山尝到了苦尽甘来的

人生况味。 自从承包下那片苇塘，张喜山无论是数九寒天，

三伏酷暑，总是起早贪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全家的希望。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的一天，他象往常一样天刚刚放亮就来到

了苇塘。听着苇子拔节的声音，他兴奋地盘算着：“今年的

苇子应该能卖个好价钱，要先留足了孩子们的学杂费，再添

置一台彩色电视机，那三间土屋也住了十几年，手头宽裕的

话，把它翻盖成‘北京平’”。正美美地想着，只听苇塘四

周人声嘈杂，广播喇叭一声高过一声，张喜山顺着嘈杂的声

音走去，心里一惊，“不好，有人抢割苇子了！”他试图阻

止，可面对着几百号人的疯狂，他单枪匹马无济于是。他声

嘶力竭，试图说明这块苇地是他合法承包的，可早被高分贝

的扩音喇叭所淹没。没有人理会他的存在，此刻的张喜山象

一只受伤的麋鹿，颓然倒下。两天后妻子告诉他：“苇子都



让人家抢了。”张喜山发疯地跑到苇塘，白花花的苇茬好似

一柄柄利剑刺痛着他，高大的庄稼汉子对着空旷的苇地号啕

大哭，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是哭给他自己听。 然

而，张喜山毕竟是识文断字的新农民，况且承包苇塘和村上

签了合同。承包费如期交付分文不少。张喜山认准了这份《

承包合同》就是他的法律武器，手持法律的武器去讨公道那

还不是百发百中，一顺百通！但是，张喜山毕竟是未经世面

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也可以说是有文化的法盲。几年的官司

下来，38岁的他满头白发，一贫如洗求借无门。有人指点他

：上省城找清官！于是便有了本文的开头。 为给张喜山苇塘

承包案找到清晰公正的答案，原法律援助中心的全班人马夜

以继日分头工作。首先与穆家乡中心学校协调解决张喜山两

个孩子的就读问题，为他们一家送去生活用品。做为张喜山

的代理律师多次与同事到发案地调查取证。案件经过两级法

院七次开庭审理，在案件责任主体确认和赔偿额度的计算上

，囿于当时的司法解释，两级法院对此观点不一，案件久拖

不决。为尽早帮助张喜山一家渡过生活难关，尽快得到经济

赔偿，代理人曾在受案法院所在地一次坚守了十七天。向办

案单位领导和办案人陈述代理意见，据理力争。终于感动并

赢得了两级法院的支持。农民张喜山苇塘承包案从诉讼?上

访?再诉讼，轮回曲折，一波三折，终于讨回了“说法”。省

政府领导多次对省法律援助中心和办案律师给予表扬。法援

律师为农民张喜山提供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成为吉林省律

师参与信访的红色记忆，记录了一份精彩一份珍贵。此后律

师为信访部门疑难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成功实践，配合信

访部门义务接待信访群众的有效作法，作为工作制度确定下



来，作为吉林省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的经验推向全国。 谈起

信访，我们经常习惯地总结：“信访工作是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的纽带，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是畅通信访渠

道的驿站。”可长年累月，身置其中，个中滋味不是几句常

用常新的经典概括所能囊括，不是几段官样文章所能开释的

。信访接待是个异常热闹又异常冷峻的工作。人有七情六欲

喜怒哀乐，如何保持最佳心态，适应信访工作环境，使之与

信访人的情绪化躁动不对立不撞车，不仅仅是个觉悟问题，

更有科学的处事方法。所谓“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

文章”。因此能够做好信访工作，真是大学问，大文章，大

手笔。 在民生问题的“集散地”，在揭露腐败的论辨场，面

对高潮跌宕，情节起伏的一幕幕人生大戏，即便“冷血”也

不能无动于衷。记得十年前办理的一起因为计生工作人员失

误导致郁某妻子超生被罚，计生干部与郁某家人矛盾激化，

继而上升为伤害刑案的信访案，信访人郁老汉为讨说法持续

上访近三十年，风华正茂到垂垂暮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郁老汉的案子做为信访积压的第一批疑难案件，交给省直律

师办理，要求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接受了这项任务后，便

详尽查阅了卷宗材料，提出了有理有节，不偏不倚的法律意

见：计生工作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又与民俗民风密切相

关，处理不妥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党群干群关系。郁老

汉之子两次再婚，有继女、养女两个孩子，按计生政策再孕

本应堕胎，但乡干部错发了准生证。在采取补取措施的过程

中，没有作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又强行收回了郁老汉全家

的责任田，以抵偿其欠缴的农民负担款。这样做不仅未能平

息事态，反而雪上加霜，导致计生干部与郁某家人矛盾对抗



，发生人身伤害的法律后果，引发郁老汉多年上访，社会影

响很大。农村家庭承包责任田，是农民享受政策待遇的生存

保障，不能随意剥夺。当事人欠缴农民负担款，可通过法定

程序主张权利。涉访部门若能正确把握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辨

证关系，正确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分界线，以人性化的思考处

理计生问题，就不会发生郁老汉三十几年的持续上访。事实

证明：以错误的方式对待处理信访人的过错行为，其错上加

错的结果，只能是激化矛盾甚至酿成恶果。农村中民转刑案

件很大比重是由信访案件转化而来，不能掉以轻心。同时，

律师与信访干部共同面对郁老汉和他的家人，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对其讲明债的法律程序上的强制执行可能给他一家

带来的利益损失，使得郁老汉放弃再访，案件最终定纷止争

。郁老汉案件结案后，党委政府及信访部门充分肯定了律师

参与信访工作的重要作用，把重大的信访问题交办律师参与

处理。林场家属女工因工致残，要求享受劳保政策待遇的信

访请求逐年增加，持续上访近三十年。看到老人发病时摔伤

结痂的痛苦面容，省政府领导多次指示信访部门邀请涉诉法

院、仲裁机构、新闻单位并请人大、政协代表、律师多次参

加听证会议。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来做信

访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对这起信访案件的特殊处理，以此形

成全社会都来关爱弱势群体，关爱信访群众的人文氛围。虽

然老人没能完全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她尊重律师，理解法

律，感激政府。这起信访案件的处理方式，集中体现了人民

政府情为民系，利为民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理念

。如果我们的“公仆”都能够踏踏实实地为信访群众，为弱

势群体办一件实事好事，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片蓝天，



多一块绿地，多一丝温暖，多一份祥和，和谐稳定的法治社

会将会为之不远矣！ 如今拆迁安置补偿和企业改制职工安置

的“两安置”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和信访部门

的两大难题。如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信访问题是深入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信访

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主体间建立分配新格局

的矛盾焦点，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利益主体间的功利

分争，呈现强者更强，弱势出局的竞争态势。但是，信访实

践中很大一部分信访群众恰恰是因为不公正竞争的失败而走

上漫漫信访路。我们知道，企业改制职工因其劳动关系引发

的纠纷要通过诉讼的前置程序仲裁解决。这些案件往往因为

信访人的法律盲点和情绪失控，使得权利期限失效而被迫信

访，合理诉求无法得到合理解决。同时，根据新的信访法规

，信访部门只是侧重程序处理的中转驿站，只能迅传迅达，

速速将信访人的实体请求交给下一个乃至再下一个信访程序

。这样使得信访群众的合理请求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迅捷有效

的支持保护。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有的人都

精疲力竭。无奈之际，一些信访干部自诩为“站着进来躺着

出去”的“马拉松”。 信访工作要长年累月面对焦灼燥动的

人群，凄婉哀怨的面孔，如泣如诉的故事，歇斯底里的怒骂

，不加掩饰的鄙视，你能心如止水?!你能慷慨解囊?!你能辗转

相助?!你能力主公道?!所以伟人说得好“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群人做好事更不难，难的是做

一件成一件。那里褒扬不多，责难不少。难怪十年前，参与

第一批积压信访案件的处理时，见到一些法律意见书文字精

而又精，省而又少，如履薄冰，慎之又慎。若不了解当时的



信访案情，果真是“只听辘轳把响，摸不到井在哪 ”。也许

是小城来的缘故，与老百姓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信访部门值

班工作了十年，结识了很多信访朋友。他们也许没有富贵贤

人的儒雅之风，但是那些看似最普通的普通人，每人都有一

件极不普通的信访故事。你若尝试着和他们进行一场旷日持

久的“对话”，那么你的耐力，你的阅力，你的学识，你的

智慧，你有多深的城府，你有多高的道行，便会一目了然，

一览无遗了。因为面对那些有着特殊经历的“特别人物”，

你很难善始善终，白璧无瑕。由此我想到，美国法院在律师

中选法官，需要律师有十年以上的执业经历。十年的律师执

业经历意味着什么？他意味着律师专业上的成熟，理论上的

成熟，阅历上的成熟，思维上的成熟。信访工作虽不同于审

判，但是它所涵盖的专业范围远远超出甚至大于审判业务范

畴。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涉及的法律问题尽在信访视野

中。对刑、民、行等案件程序实体持有异议的上访；对征占

地补偿安置问题的上访；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的上访，

对企业破产、改制中享受社保待遇问题的上访；对侦查、起

诉案件行使控申权利的上访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做好信访

工作需要信访干部具有十年以上的专业经历并不为过。生活

中以“十”为程度副词的警句箴言俯拾即是：“十年磨一剑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为凤凰池”。“十年窗下无

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都是讲时间，讲实践对人成就功

业，打磨历练的必要和重要。因此，做好信访工作，没有热

情不行，仅有热情也不够，需要一定期间的专业经历才能胜

任，这是相当必要而重要的。真诚地期望我们呕心沥血的信

访干部一路走好，在倒下的那一刻还记挂着：“乡亲们都安



全转移了吗？”“粮食都藏好了没有？”⋯⋯ 三、悖论“双

簧” 马克思说：“你要欣赏音乐，你就得长着能够欣赏音乐

的耳朵。”你有审美情趣和必要的文学修养，你就能够欣赏

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伯钟知音”

方能演绎“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千古绝唱。每个人的世界

不同，每个不同的单元世界组成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即便戏

扮“双簧”，在一主一配，一“逗”一“捧”的一恢一谐中

，在我不是“我”，我不是“你”，我也是我，你也是“我

”的戏剧性互动中，阐释着“我”与社会，“大我”与“小

我”的逻辑悖论。律师与信访的关系，细细品咂，仿佛“双

簧”中“逗哏”与“捧哏”的关系，律师当然是为主角身后

的那个配角，要不时时机地随着主角的表情、身段儿、情节

演饰着各种声音，力争“捧”的惟妙惟肖，举手投足俨然与

主角融为一体，混然天成，足以以假乱真，那叫“绝活”，

堪称妙哉！改革的年代，什么都可以改。尝试着将“双簧”

改成“单出头”效果怎样？不得而知。“双簧”为小品缘生

，“单出头”为戏曲版式，“隔行隔山”时下不能苟同！前

日听一信访人讲：一信访干部到任后，亲自率队驱车前往政

府要地接待群访当事人，新官上任一身的责任如火如荼，下

车后振臂高呼：“我是党派来的信访干部，你们的困难就是

我的困难，请放心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合理解决。”人

群中当即有人应和：“我们的问题多少人都说能解决，解决

了吗？我们的头皮都等白了，你能解决？你是酒啊？”全场

哑然。目前，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问题的群体访呈重量级上

升态势，群访当事人焦灼的情绪相互交叉感染，在极度失控

的状态下去直接面对的确具有很大的风险，即便是善意的。



而特定的情况下，又确实需要我们的信访干部挺身而出直接

面对。直接面对行为偏颇，语言偏激，思维偏执的信访人，

这是对信访干部的心理素质，专业素质，政治素质的综合考

验。但是你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听得清楚，弄得明白，讲得

透彻，然后实现承诺，就需要有专业功夫和实践历练。后来

，听说信访干部虚怀若谷，很快解决了信访群众的合理请求

。那位口出不逊的信访代表还为信访干部送来了锦旗，所到

之处自称是信访局的朋友。事实上，每个信访干部几乎都遭

遇过类似情况，有些信访接待人员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不由想起哪位学者讲过的：“在特别的情况下，在已经无法

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包括寻找对话以外的方式促成对话，

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那么能够对话的首要条

件是要了解你要对话的当事人的请求目的、内容、依据，“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实践中大多数信访人的信访请求存

在合理因素，尤其信访多年的信访人，相对了解法律法规政

策的相关规定，一枝半节很难说服息访。而只有在非正常的

信访情势下，才能动用对话方式以外的非正常方式，促成对

话。就非常需要借助治安防暴大队来防止非正常信访紊乱社

会秩序。近年来信访部门充实了一批新的力量，特别是那些

威武雄壮的军转巴特鲁，非常适应信访工作没有规律的规律

。在处理突发信访事件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信访

问题毕竟不同格斗擒拿，每年近千件甚至数量更大的信访案

件无不涉及法律法规政策等等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尤其企

业改制的股权转让、并购、重组等法律问题盘根错节，疑窦

丛生，没有一定的司法实践，即使职业律师若不能注意学习

积累，也难以应对自如。此类信访问题处理不妥，就会引发



持续轮回的群访、缠访、越级访。由此看来，“双簧”改“

单出头”未必不合逻辑，关键是“双簧”的主角能否尽快合

适“单出头”的款式。信访本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的着

眼点，律师参与信访作为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历史契合，很

有现实意义。目前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机构十年前已经全部

建立，每年都要义务接待大量的信访群众，为他们开辟绿色

通道，提供有质量的法律帮助，信访接待量与日俱增。更为

可喜的是如今的信访“巴特鲁”已然拿出了“岂有破轮不能

拿哉”的英雄气概，在理想与现实的历史悖论中，挺起了英

武的脊梁，在新的战场上搏杀角斗，为实现“好士兵”的“

将军梦”！我们欣慰地期待着！ 我们在为谁赞美？在为谁喝

彩？ 掌声响起的时候，也走到前面来吧 ----律师！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