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
———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7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第41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可可西里跻身世界

自然遗产。
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

西里， 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平均海拔

46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这里究

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灵性的土地。藏

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在此肆意

奔跑。 这背后，是一代代可可西里人前赴

后继，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付

出生命代价， 保护和守望着这片净土，谱
写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英雄赞歌。

生态热土
———从惨遭破坏到生机

盎然， 可可西里巨变见证生
态文明建设的努力与行动

“在可可西里， 你踩下的每一个脚

印， 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

第一个脚印。 ”
此话不虚。
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 “无人

区”，被称作“万山之祖、千湖之地、动物

王国、人间净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不容忽视的生态坐标———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最

高达到6860米，横亘北部的巍巍昆仑，是
中国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

她所在的三江源， 拥有青藏高原上

最密集的湖泊，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

源头，被誉为“中华水塔”，孕育了中华民

族和中南半岛悠久的历史文明， 是十几

亿人民的生命源泉， 对中国乃至亚洲的

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 最低

气温有时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 氧气含

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 这里被称为人

类生命的禁区。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出了独

特的生物多样性。可可西里以230多种野

生动物和202种野生植物的伟大珍藏，成
为世界上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基因库。

可可西里保存了藏羚羊完整生命周

期的栖息地和各个自然过程的 生 动 景

象。 每年夏天，来自青海三江源、西藏羌

塘和新疆阿尔金山地区的数万 只 藏 羚

羊，沿着一条条生命通道，向可可西里腹

地的太阳湖和卓乃湖附近集结产仔。
“迄今为止，藏羚羊的夏季产仔大迁

徙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三种有蹄类动物

大迁徙之一。”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布周说， 藏羚羊的迁徙之

谜也为可可西里增加了更加神秘、 神奇

的色彩。
可可西里的生态极为重要， 同时又

极为脆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量人员涌入

可可西里， 这里面临着千百年来最严重

的危机。
———采金的人来了， 可可西里的地

表植被受到严重损害；
———捞卤虫的人来了， 可可西里的

盐湖变得不再平静；
———最让人担忧的是， 越来越多盗

猎者把枪口对准了藏羚羊。
“三江源地区堪称地球上最复杂的

生态系统之一，敏感而脆弱，一旦遭遇退

化和破坏，短期内难以得到恢复。 ”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
在这里， 生态保护有着跟别处截然

不同的含义。
藏羚羊，被人称之为高原精灵。千百

年来，藏羚羊与藏野驴、野牦牛、藏原羚

等生灵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它们是

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叫作“沙图

什”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
“一条长2米 、宽1米的 ‘沙图什 ’披

肩，重量100克左右，可以从一枚戒指中

穿过，最高可卖到5万美元。 ”布周说。
“不过，制作一条披肩，要付出3到5

只成年藏羚羊的生命。 ”
这是带着血腥味的残酷的美丽。
暴利面前， 针对藏羚羊的猎杀在高

原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着， 藏羚羊的数量

从此前的20多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
“最猖獗的时期，盗猎分子开着卡车

进入可可西里， 一次作案捕杀1000多只

藏羚羊，被剥皮后的尸体遍布草原。 ”可
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

安局副局长罗延海说。
保护好这最后一片净土， 守住高原

生灵最后的家园， 成为历史给出的一道

必答题。
1992年， 可可西里所在的治多县组

建巡山队，开始严厉打击盗猎分子。

仅仅过了一年多， 时任治多县委

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

太阳湖畔抓捕盗猎分子时中弹牺牲，
年仅40岁。

他的外甥秋培扎西回忆说， 舅舅

牺牲后正赶上春节，整个治多县沉浸在

一片寂静之中，没有听到一声鞭炮响。
如今， 每次在海拔4768米的昆仑

山口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路过时，
巡山队员们都会特意下车向他的塑像

献哈达、敬青稞酒、向空中抛撒象征吉

祥的风马旗。
不惜以生命换取生命， 可可西里

人对高原的爱如此深切。
1996年， 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

区挂牌成立。第二年，保护区升级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扛起了历史的重任。
管理局决定在青藏公路沿线设立

保护站，封锁盗猎分子出入。 然而，组
织巡山队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则

是反盗猎最管用、但也最原始的手段。
“刚开始进可可西里，我们很长时

间连一只野生动物都看不见。 大家心

里都有点凉， 说是不是都被盗猎分子

打完了。”老队员才旦桑周说，“一直到

第三天，我们才看到4、5只动物。 ”
此后， 国家不断加大对可可西里

保护力度，青藏公路沿线的不冻泉站、
索南达杰站、五道梁站、沱沱河站以及

位于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大产房”的
卓乃湖站5个保护站逐步建立完善，并
明确了反盗猎盗采的巡山制度。

可可西里的生态在一天天好转。
“十年前，我刚来可可西里工作的

时候，游客都是问我‘藏羚羊在哪里、
藏羚羊长什么样’，我们只能把照片给

他们看。 现在不同了，游客会说‘我见

到十只了’‘这是公羊还是母羊’。 ”索
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说，“这
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就感。”

现如今，可可西里已经恢复宁静。
龙周才加和同事们仍然坚持每月进山

巡护一趟，严密防范盗猎盗采案件。
更 多 时 间 ， 他 们 就 在 保 护 站 工

作———保护湿地林地、 监测和救助野

生动物、 为来保护站的游客进行生态

保护讲解等，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
其夏季，藏羚羊产仔和回迁时，要为藏

羚羊安全迁徙保驾护航， 是他们最忙

碌的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棋局中， 国家保护可可西

里的力度空前加大。
这是可可西里保护史上值得铭记

的时刻———
一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
大的责任在生态、 最大的潜力也在生

态。他明确提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

特殊， 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 保护

“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
此前，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可可

西里作为三江源的一部分被纳入更好

的保护。这种新的保护形式，将把三江

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

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先行区， 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

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同时，为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可可

西里还打破地域限制，与西藏羌塘、新疆

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立跨区域联合

执法机制，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
2006年至今的十几年里， 可可西里

再没有响起枪声， 境内藏羚羊逐步恢复

至6万余只。
昔日满目疮痍的盗猎之地，如今成为

高原物种基因库。可可西里现有哺乳动物

31种，鸟类60种，鱼类6种，爬行类1种，其
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共24种。 监测数

据显示，可可西里荒漠面积不断减少。
不惮风霜苦与辛，惟信山川不负人。
可可西里以自身的实践证明， 对自

然以敬意就会获得公平的回报。

精神厚土
———从热爱到执着 ，坚

守的使命不断传递与延伸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 秋培扎

西的父亲、 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

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申请去

可可西里，接管巡山队的工作。
父亲原想让 大 儿 子 去 可 可 西 里 工

作，小儿子秋培扎西留在母亲身边。但受

舅舅和父亲的影响， 秋培扎西从小就对

可可西里充满向往。
大学毕业后， 秋培扎西进入治多县

森林公安局工作。 尽管这是一份令人羡

慕的工作， 但他心里那个念头却越来越

强烈———追随父亲， 去远离县城的可可

西里工作。
几次向领导申请后，2009年的一个

借调机会， 秋培扎西终于来到父辈奉献

了热血和生命的可可西里。
看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他觉得自己

回到了家。
如今，他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哥哥

普措才仁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我和哥

哥结伴而行， 来到了保护可可西里的前

沿和原点。 ”
从二十多年前的巡山队到现在保护

区管理局， 两代可可西里人选择坚守在

这4.5万平方公里的净土。
保护任务异常艰巨。即便是现在，管

理局处于历史上最兵强马壮的阶段，全

局也只有80多名工作人员。
有正式编制的只有37人， 其中近三

分之一的人因为年龄或身体疾病不能上

站、进山参加巡护任务。其余50多人是管

理局以生态管护员的名义聘用的。
这些人，有退伍军人，有刚中学毕业

的学生，还有一些人像秋培扎西一样，从
别的单位来的。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他们来了可可西里，就留在了这里。

平时， 工作人员分批倒班到保护站

上工作，一去就是十天或者半个月。不上

保护站时， 他们也很难有机会能在格尔

木的管理局机关长驻。
每个月一次的巡山任务、 不定时接

到的专项巡山任务， 都要从全局抽调人

员。六七个人组成一个巡山队，一起开车

进山巡护。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前些年盗猎猖獗，我们一天抓了两

个盗猎团伙。”退伍后已在可可西里工作

20年的赵新录说， 有个盗猎团伙八九个

人，配有小口径步枪。
那咋办？
“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必须顶上去。

我们一直追到海拔5000米的地方， 才把

他们抓住。 后来我们发现， 没收的枪支

里，有的子弹已经上膛了。不知枪口是要

对准藏羚羊，还是要对准我们。 ”
不害怕吗？
这个中年汉子摇摇头———“这种事，

当时根本就没怕过，就直接上呗！后来想

起来可能有点后怕……”说完，他咧嘴笑

了一下。
可可西里腹地遍布湿地沼泽。 每次

进山，陷车是免不了的。
队员们需要用石头垫路一点一点往

前挪，有时好不容易挖出来，没走几步又

陷进去了。
因为高寒缺氧， 队员们每挥动一次

铁锨，都会消耗很大的能量。
万一赶上烂泥潭， 就更让队员们头

疼了。
他说， 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泥巴———

很粘很稠，就像沥青一样。 挖车时，铁锨

伸进去，根本就拔不出来。队员们只能用

手把车挖出来。
“有好几次，本来一周的巡山计划，

生生被拖成十几天。 ”他说，最艰难的时

候，整整一天，队伍才前进了4米。
说起十几年里巡山的日子， 尼玛扎

西这个寡言的藏族汉子几次哽咽。
为减少负重，队员们进山会尽量少拿

些饮用水。 冬天还好说，凿冰化雪都能取

水。 到了雨水丰沛的夏季，他们喝的水一

半都是泥沙，还有的水里都是红色的虫子。
“感觉水里像放了洗衣粉一样，全是

泡沫。 ”尼玛扎西说。
2009年冬天的一次巡山， 车辆陷进

了冰冷的湖水中，导致油箱进水。将车从

湖水中抬出时， 大家都已冻得麻木了。
“普通的扳子用手握都握不住，需要另一

只手帮忙将五个手指头按下去。 ”
修好车， 司机郭雪虎点了一堆火准

备取暖。
“嘭”地一声，修车时溅在身上的油

水混合物突然爆炸了， 火苗在他的裤腿

上直往上窜。
尼玛扎西急中生智， 赶紧拿起一床

棉被裹在了郭雪虎身上。
“如果火再不灭，我会一脚把你踢回

冰冷的水中。 ”
惊吓过后，两人又哭又笑。 很久，他

们都没说话，只是紧紧抱在一起，体会着

兄弟间厚重的温度。
老一代可可西里人， 好多都落下一身

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肺水肿……
王周太的家人多年来一直保留着一

张X光片。 由于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王
周太的脊柱已经完全错位变形。

队友说，因为巡山任务重，他总也抽

不出时间去医院检查。 那时候他的腰天

天疼，巡山时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拿安

全带使劲儿勒住自己。
前后做了好几次手术后， 王周太依

然选择留在可可西里工作， 干了七八年

才退休。
这么苦、这么险，为啥能坚守在这里？

“只要融入这支队伍，你就会找到一

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龙周才加说。
进山了，队员们就会拧成一股绳，每

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了队友。
进山了，队员们最喜欢的，不是牢骚

抱怨，而是放声高唱着嘹亮的藏歌。
“更何况，到了山里，看到藏羚羊在你

身边奔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
有对大自然深沉的热爱， 才有无怨

无悔的付出。
记者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时， 龙周才

加和同事正在给今年救助的7只小藏羚

羊喂晚饭———每只小羊一瓶牛奶。
喂完奶，两个人坐在羊群里。不时有

一两只小羊凑到跟前， 龙周才加伸出一

只手摩挲着它们的头。小羊“咩咩”地叫，
他也“咩咩”地回应着。

“小羊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要放生

的时候，肯定不舍得，但它们毕竟是属于

可可西里的。 ”他说。
2001年， 保护站成功救助并人工饲

养了第一只藏羚羊“爱羚”。多年来，被救

助成活的藏羚羊已经有500多只。
天天在山里，家里人咋办？
“还没结婚呢！ 跟藏羚羊打交道有点

多，跟女孩子打交道就少了！”龙周才加说。
他今年才28岁，却已在可可西里工作11年。

上站、巡山，一个月下来，他只有三五

天时间能在格尔木。“就算成了家，我们也

没有多少时间能照顾家人。”他说。像他一

样，这里的小伙子普遍结婚都比较晚。
赵新录想了半天，还是说“家里人挺

支持”。 尽管儿子小的时候，两三个月才能

见一面。 但家人都觉得，他做的是跟英雄

索南达杰一样的工作，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但家里人知道， 每次进山， 吉凶未

卜。 这里至今延续着一个神圣而庄严的

仪式———巡山队员出发前，家人、同事都

要前来送行。
巡山队员和亲人、同事一一拥抱、贴

面。这是藏族人的传统礼仪，也饱含着祈

愿平安归来的最深的祝福。
有人说，随着监测技术的应用，现在

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可能是最后一批巡山

队员。
秋培扎西说，科技手段再发达，人的

作用也不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可可西里

人的坚守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那是对自

然的无比敬畏，对美好生态的永恒追求。

希望乐土
———从自觉意识到制度

保障， 可可西里的绿色发展
之路必将更加宽广， 成为展
示美丽中国的一扇生动窗口

曲麻莱县多秀村， 地处可可西里自

然保护区缓冲区域。
藏羚羊、 藏野驴时不时光顾， 草原

狼、棕熊等食肉野生动物也常常出没，不
少牲畜死于它们口中。

“牛羊吃草，狼吃牛羊，这是自然规

律。 这里是牧民和牲畜

的家， 也是野生动物的

家， 我们共享着一片草

原。 ”牧民江巴才成说。
在可可西里周边的

牧民心里， 对自然生态

的保护意识正在生根 、

发芽。
人们领悟到，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件事上一定

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

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
急功近利。

多秀村村民青次扎西去年成为政府

聘用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每周一， 他都要骑摩托车沿着村里

到可可西里的道路进行生态巡护， 早晨

出发，晚上回来，往返近300公里。
记者在109国道遇到正在巡护的青

次扎西时， 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载着一个

已装满垃圾的编织袋， 旁边放着一个破

旧的小书包。
青次扎西打开书包， 里面有几块糌

粑、一杯茯茶，还有一个记满了藏文的日

记本。
“上面写着每次巡护的发现，如路边

的垃圾是多了还是少了， 草原上的招鹰

架等生态基础设施是否完好， 有没有发

现生态违法行为等。 ”青次扎西说。
不到1年的时间里， 他记完了5本日

记本，用坏了16个编织袋。
36岁的青次扎西原本是一位牧民。

迎着朝阳将牛羊赶至沾满新鲜露珠的草

场，曾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但好景不

长，由于盗采分子涌入、牧民过度放牧等

因素影响，可可西里的草场被严重破坏，
湖水也遭到污染， 越来越多牛羊无草可

吃、无水可饮。
放下牧鞭、保护草原，是青次扎西从

那时起就萌生的念头。 如今，像青次扎西

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

地区越来越多。 他们停止放牧或减少牲畜

数量，领起了政府发放的工资，家里收入有

一定保障的同时，草原生态也得到保护。
“第一次来可可西里时，看到沿着路

边徒步捡拾垃圾的牧民，内心很震撼。 ”
游客牛浩说， 这里是足以让每个外来人

都心生触动的生态教育课堂。
布周说， 越来越多的游客也选择紧

紧攥住手中的垃圾袋， 不愿辜负眼前的

美景。
穿越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沿线分布

着8座绿色驿站，大部分骑行、自驾的游

客自觉来此丢弃垃圾， 不少人还主动在

驿站当起了志愿者。
来自北京的生态志愿者冯启芳说：

“很多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可可西里，愿意

为这里做一点自己微小的贡献。 ”
聚流成川。 各方力量汇集在可可西

里，共建、共享、共同守护这片美丽荒野。
他们身体力行， 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付

诸实践。
申遗成功后， 可可西里获得新的机

遇， 她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生态理念和

绿色形象。
知名度更大了， 可可西里生态被破

坏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可可西里能

安享其成。 ”布周说，世界遗产地每年都

要接受动态考核，必须在机制、科研、管

理等方面达到极严格的世界标准， 始终

完好保存自然风貌。
巡山队员们坐进课堂、捧起书本，开

始学习野生动植物分类、 生态本底调查

等基础知识。 “未来，我们既要当好可可

西里的守护者， 也要做好当地的生态观

察员和宣讲员。 ”龙周才加说。
“在不断理顺完善机制的基础上，可

可西里还将努力强化区内的科研支撑。 ”
李晓南说，目前，中科院、清华大学及青海

省政府正筹划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有望为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自然保护

地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培养专业人才。
今年， 可可西里天地一体化生态监

测及大数据分析系统也进入筹建阶段，
未来所有卫星和野外调查数据将在这里

汇总，向相关研究机构开放。
李晓南说，“拿拳头保护生态” 的模

式将成为历史，当地将在生态教育、生态

科研等领域发挥更多作用。
“我们正努力将可可西里打造成展

示美丽中国的窗口。 ”他说。
从这个窗口，人们将看到什么？
是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美好的共同家园，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壮美前景，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西宁8月23日电）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协警解安程在站内的救护中心陪小藏羚羊玩耍

（8 月 15 日摄）。
两名外地志愿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附近捡拾垃圾 （8 月 15 日摄）。

均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上海将造全球最大集装箱船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这两天 ，一

则“中国拿下韩国期盼已久的百亿造船

订单”的新闻刷屏了。 上海市经信委昨

天证实，法国达飞轮船近日分别与沪东

中华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签署超

大型集装箱船建造意向书，订单共计九

艘2.2万标箱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每艘

造价最高可达1.6亿美元，九艘船总订单

额约96亿元人民币。 这批超大型集装箱

船成为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时隔22月

后的首批超大型集装箱船订单，标志着

国际造船市场开始复苏。
新船将在2019年底至2020年陆续交

付， 届时将成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 此

前，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装箱船订单是

三星重工建造的2.1万标箱集装箱船。 据

悉，韩国的现代重工、三星重工和大宇造

船，中国的沪东中华集团、外高桥造船公

司等都参与了此次竞争，最终沪东中华、
外高桥造船凭借综合优势赢得订单。

司法公正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努力让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党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也是衡

量司法工作成败的关键标尺。 党的十八

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均以此为

目标，各项司法工作都为此而努力。
随着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的

陆续播出， 建设法治中国这一主题成为

当下热议的话题之一，在第四、五集《公

正司法》 播出后， 社会各界反响愈发热

烈， 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讨

论也更加深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周继业说：“在司法改革这场司法

机关的‘自我革命’中，正是通过一系列

富有创新性、带有革命性的改革措施，才
有效破解了以前 ‘年年讲但迟迟没有解

决’、制约司法公正的诸多体制性机制性

障碍，基本确立了改革的主体框架，切实

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

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
周继业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司法责任制、司法员额制、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重点司法改革成

果的推进进程和改革成效，充分阐释了改

革是一场司法领域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时

红说，现在热播的《法治中国》专题片，其
中《公正司法》上下两篇，通过翔实的案

例， 深入浅出地对中国当前的司法改革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作为一名司改后入额的检察官， 时

红感触良多。 她说： “让人民群众在每

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公正司法的

基本要求， 立足于国情的司法改革， 特

别是落实司法责任制， 是建设法治中国

的必由路径。 我们坚信， 随着司法改革

的不断深入，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然越走

越宽广！”
上海知识产 权 法 院 法 官 吴 盈 喆 表

示，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

下，上海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这不

仅促进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

有效发挥， 还展示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新形象。
“作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一名入额

法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同时

对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充满了信心。”吴
盈喆说。

“律师在维护司法公正中具有重要

作用。”《法治中国》专题片里这句解说词

引发不少律师和学者的共鸣。 “会见难、
阅卷难 、调查取证难是 ‘老三难 ’，发问

难、质证难、辩论难是‘新三难’，长期困

扰律师执业。 ”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刘涛告诉记者 ， 近几年来保障 律 师 权

益、发挥律师作用的制度性建设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打破了制约律师发挥 作 用 的

“瓶颈”， 检察官和法官们越来越重视听

取律师意见、尊重律师权益。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

师山俊打开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向

记者展示网上立案过程。服务平台于８月

２日正式向全国律师开放， 提供５大类２６
项诉讼服务。

“以前需要专门跑到法院立案，到了

窗口还要排队。”山俊说，“现在只要花十

几分钟，就在网上提交起诉材料，立案流

程简化了很多。这些服务，真真切切地改

变了律师的工作条件，提升了工作效率，
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司法改革的成效。 ”

“近年来 ，我们欣喜地看 到 一 起 起

冤假错案被纠正，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司法改革正在

深入推进，我们对建设法治中国充满信

心。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表示。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首席编辑/单 莹 一版编辑/杨 阳 曹利华 见习编辑/杨翼然
本版责编/李 征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8 月 24 日 星期四2 要闻

沪港携手为国家发展作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 在原有合作成果基础上，
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更好发挥各自优势，
特别要加强文化、城市治理、青少年的交

流，携手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林郑月娥说， 每次来上海都感到非

常亲切。很多香港企业在上海投资发展，
很多港人在上海生活、工作和学习。沪港

合作有着非常好的基础， 也取得了积极

广泛的成果。 希望双方以开展第四轮合

作机制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艺

术、创意产业、青年交流，加强金融领域

的互联互通， 共同努力把沪港合作推向

更高水平，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诸葛宇

杰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