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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北京 4 月 19 日电 中央宣
传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
委 1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代楷模”鲍
卫忠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会前，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
清会见鲍卫忠同志亲属和报告团成员。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时代楷模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力履行好党
和人民赋予政法机关的职责使命，以政法
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

强安全保障。
陈文清指出，鲍卫忠同志二十四年如

一日坚守在边疆民族地区司法一线，用满
腔赤诚奉献党的边疆建设，把青春生命献
给人民司法事业，为民族地区繁荣稳定贡
献法治力量。他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好法官、好干部。他的先进
事迹和崇高精神，彰显了政法队伍的时代
精神、时代正气、时代风采。全国政法机
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学习好传承好鲍卫
忠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践行

宗旨、一心为民的无私情怀，公正司法、实
干担当的奋斗精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的高尚情操，在政法战线形成崇尚楷模、
学习楷模、争当楷模的浓厚氛围，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张军参加会见。

陈文清会见鲍卫忠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时强调

大力弘扬时代楷模精神 全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政法机关的职责使命

鲍卫忠因公牺牲后，我第一时间加入
了采访报道工作，一路走来见证了他被授
予“时代楷模”的光荣称号，也从学习宣传
他的事迹中收获了感动与成长。

2003年，鲍卫忠被派到沧源县坝尾村
开展“三村”建设工作。当时与鲍卫忠一
起工作的村干部回忆道：“那是一个朴素、
精神的佤族小伙，总是穿着一身迷彩服、
脚踩一双解放鞋，那笑眯眯的样子，就像
我们自家的兄弟一样！”在组织村民开展
旧房改造时，佤族群众认为搬迁不符合风
俗，对搬迁工作积极性不高。鲍卫忠不急
不躁，把所有工作细节都和老百姓掰开
了、揉碎了讲清楚，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
次不行就去三次。最终打动村民，顺利完
成了 200多户旧房改造，让佤族群众从茅
草房搬进了新砖房。在阿佤山的村村寨
寨，在老百姓家的火塘边、田地里都留下
了他不知疲倦的身影。看着村里越来越
宽的道路、越变越好的生活，我知道，那个
时候的鲍卫忠已经用他的行动和真诚走
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2005年4月，鲍卫忠在入党申请书里
工整地写下“要成为一个有高尚品德和崇
高理想的人，一个对人民有利的人，像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人物一样，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在他心里，老
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在他心里，法是
无私的，但必须有温度；在他心里，执法如
山，却可以春风化雨、温润如玉。

鲍卫忠会为了一个 1900 元的案件，
开着车往返山间几十公里，多次到被执行
人家里做工作，只为解开当事人的“心
结”。鲍卫忠会为了尊重佤族“老人的祭
日钱财不外送”的习俗，一口答应好不容
易找到的被执行人，第二天再次顶风冒
雨，前往村里了结案件。为了看病急需用
钱的执行申请人，他索性自掏腰包，悄悄
为无力还款的被执行人垫付了 8840元钱
的执行款使其暂渡难关。“8840”，一个简
单的数字，但这背后对于他来说，上有年
迈的母亲，下有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就连
家里的购房贷款都尚未还清，他却毫不犹
豫地将钱递到了当事人的手中，只因一句

“人家有困难”。他把别人的难题当作自
己的难题，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尖上，这
个法官让申请人拿到了“真金白银”，让执
行办案有了温度。

面对一时无力还款的被执行人，他尽
其所能地帮他们走出困境；面对申请司法
救助的群众，他认真审核并第一时间上报
材料；面对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牵挂在心，时常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
况；面对边境一线吹响的抗疫号角，他主
动请战奔赴一线，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
筑起了强边固防的铜墙铁壁。村里的老
支书回忆起他，哽咽地说道：“鲍法官就是
这样一个掏心窝子为老百姓办事、能把石
头都焐热的人。”

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整理

2024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0 时，“时代楷
模”鲍卫忠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开讲。

鲍卫忠同志生前系沧源佤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24 年如
一日坚守在边疆民族地区司法一线，用
满腔赤诚奉献党的边疆建设，把青春生
命献给人民司法事业，为民族地区繁荣

稳定贡献法治力量。2021 年 10 月，他在
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
去世。2023 年 12 月，中央宣传部追授他

“时代楷模”称号。

报告会上，5 位报告团讲述人分别从
不同角度，通过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深情讲述了鲍卫忠同志长期扎根西南
边陲，对党忠诚、公正司法，深入村寨普

法释法，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
先进事迹，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加
真实、立体、可亲可敬的“人民好法官”
形象。

聆 听 人 民 好 法 官 的 大 爱 情 怀
——“时代楷模”鲍卫忠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鲍卫忠是一位有着 15年党龄的佤族
共产党员，他从法院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干
起，这一干就是 24 年。还记得我刚到沧
源法院任职，党组决定由我分管执行。和
鲍卫忠初次见面，他的工作汇报数据翔
实、条理清晰，执行指标了如指掌，案件进
展、民俗风情说得明明白白，一种踏实而
又令人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

沧源县面积不大，99%以上都是山
区，人口不多，各族群众大散居、小聚居、
交错杂居，下乡办案往返六七个小时是常
态，我们这里的执行案款数额一般都不
大，但就是这几百块、几千块钱，却直接关
系民族群众的个人和家庭利益，所以不能
有半点的马虎。

鲍卫忠常说：“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
件，更是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案件
再小，处理不好影响团结，那就是大事！”
在他看来，就地解决矛盾而不是照方抓
药，就是对“枫桥经验”最朴素的践行。他
把在村村寨寨里的一次次执行，变成了一
堂堂生动的法治课，依法保护各族群众的
合法权益，被亲切地称为佤山法治“老黄
牛”，使老百姓心田里根植了“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法治信念。

2016年3月，为期3年的“基本解决执
行难”攻坚战全面打响。作为执行局的带
头人，鲍卫忠变得更忙了。白天时间不
够，晚上通宵加班。他牵头全面梳理了历
年来的历史存案，逐一研究破解，仅仅 3
个月，300 多万元案款全部执行到位，化

解了 600余件“钉子案”“骨头案”，他说：
“我们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是民
心。虽然辛苦，但却值得！”

只要当事人有需要，休息日、节假日
都是他的工作日，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都
是他的办公室。2021 年 8 月，一个消失
已久的被执行人突然间有了消息，鲍卫
忠立即带队驱车前往。那一天，下着瓢
泼大雨，山路泥泞难行，小黑江水汹涌翻
腾，经过五个小时跋涉，才终于找到被执
行人藏匿的简易房。看到执行干警，被
执行人从最初的躲闪转为强硬，现场气
氛一时剑拔弩张。原以为鲍卫忠会直接
采取强制措施，没承想他却再次对被执
行人做起了思想工作说：“咱们啊都是佤
族兄弟，你有什么困难和我说说。法律
一定要遵守，但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想！”
渐渐地，现场气氛缓和了下来，被执行人
也主动说起了家里的难处，诚恳地表示
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还上，简易房里传出
了欢快的笑声。

在工作中，鲍卫忠总能站在老百姓的
立场去考虑问题，去到被执行人家里，只
要距离不远，他就不开警车或者把警车停
得很远。因为他担心让村民看到了，会给
当事人增加额外的心理负担。法律不应
该是冷冰冰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群众工
作，“心结”没有解开，案件就不能真正了
结。鲍卫忠能够将心比心，把司法的温度
传递出来，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佤山百
姓的贴心人、心连心的好兄弟”。

在法院里，执行法官是很特别的一群
人：他们没有法庭里的正襟危坐，常常跋
山涉水、奔波在外，乡村山寨、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都是办案的现场；也没有安静肃
穆的办公环境，常常要面对的是双方的唇
枪舌剑、你争我吵。我们经常信心百倍地
出发，忙碌一天却空手而归，不禁感叹，执
行局的工作是真不好干啊！

但鲍局长却一干就是9年，我曾经向
局长请教，他笑着给我说了 8 个字：“走
着、听着、看着、写着。”我不甘心，平常也
留心起来，努力寻找着他的办案“密码”。

第一个“密码”，是他办公室文件柜上
密密麻麻的便利贴。有的写着案件当事
人的电话号码、记着案款金额，有的是看
不懂的符号标记，其中一张尤为显眼，那
是 2021 年 9 月，鲍局长接手一起棘手的
佤族村民健康权纠纷执行案件，一边是
急需治病的申请执行人，一边是无财产
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面对陷入困境的
当事人，局长担心延误治病，便决定立刻
申请执行救助，而他的病却一拖再拖。
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叮嘱我们一定
要加紧跟进。在他的嘱托下，5万元执行
救助款到账了，群众的看病钱有了，他却
走了。

每次下乡办案回来，鲍局长不管有多
晚、有多累，也要把事儿先做完、把该打的
电话打完，有诉必接、有信必复，让当事人
第一时间知道案件进展和执行情况。

第二个“密码”藏在他的微信“朋友
圈”里。最早，局长秀“朋友圈”源于一个
标的10万元的案子。被执行人家里没有
财产可供执行，于是搞起了土鸡养殖，由
于信息闭塞，找不到销路。了解情况后，
局长带着我们当起了推销员，几乎每天都
在朋友圈“刷屏”。销路慢慢打开了，回头
客越来越多。一个月后，被执行人主动交
来1万元执行款，还握住局长的手说：“真
的太感谢您了！如果没有您，别说还钱，
我养鸡的钱都要亏了！”

第三个“密码”是“人心换人心”。在
他看来，处理好民族团结问题重在交心，
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一起发生在傣族
村民小组和佤族村民艾嘎之间长达 8年
的土地纠纷，成了法院的“钉子案”“骨头
案”，局长带头承办了这个案件。

艾嘎脾气火暴，第一次去，我们就吃
了个闭门羹。第二次去，我们还是连艾嘎
家门都没能进。佤族新年“新米节”，局长
带着自酿水酒、一袋新米和一束稻穗，再
次来到艾嘎家，按照佤族过年风俗，把稻
穗挂到了门上、新米拿到厨房，和艾嘎拉
起家常。艾嘎逐渐解除内心抗拒，局长趁
热打铁组织双方现场调解。最终矛盾心
结完全打开，两族兄弟重归于好。

在鲍局长追悼会那天，艾嘎抹着眼泪
哽咽着说：“听到鲍法官不在了，我连夜从
家中赶来，只想送这位好法官、好兄弟最
后一程……”

我和鲍卫忠都是佤族，平时，我习惯
叫他的佤名“尼茸”。

所有的美好幸福都定格在了那天下
午。当时，我正在学校上课，突然接到他
同事的电话说：“局长在办公室昏迷了！”
在医院，我看着尼茸被推进病房抢救，我
只能隔着小小的玻璃窗望着他，心里一
遍又一遍地呼喊：“尼茸，你一定要醒过
来，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们，我和孩
子不能没有你啊！”然而，最终没有等来
奇迹，尼茸还是永远离开了，一句话都没
有留下。

2012 年 9 月，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出
生，尼茸已到法院执行局工作，他变得更
忙，下乡经常半夜才回来，有时一出差就
是一个星期。2016年，刚满4岁的小儿子
反复发烧，病因不明。送儿子去住院那
天，尼茸正在外出差。2017年，儿子到昆
明做手术，直到手术前一晚，尼茸才匆匆
赶到医院。为减轻孩子术前紧张感，他趴
在儿子床边讲故事，不一会儿孩子进入梦
乡，他的呼噜声也响了起来。看着他疲惫
的样子，我把所有的抱怨都咽了回去。那
一刻，我的心是痛的，也是暖的，尼茸也是
需要被守护的人啊！

在家里，尼茸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
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面对当事人的询问，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劝说，从没见他
发过火或者说过重话。他就是这样，来了
电话一定接、看到信息一定回，当事人随
时都可以找到他。

小儿子手术后需要长期复查治疗，家
里经济比较紧张，但他不会利用手中的权
力动歪脑筋，总是乐呵呵地给我打气，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2018年老房子拆迁，
我和尼茸向银行贷了款买新房，装修房子
时，发现家里的钱少了1万多元。这时尼
茸才说，因为被执行人确实有困难，申请
人又急着用钱看病，他就自己掏钱先垫
上。我没有再多问，因为我知道他就是这
样的人，总是把别人的困难摆在前面，哪
怕同对方素不相识。在他心里，不管是哪
一方的当事人，都看作亲人来对待、当作
家人来帮助。

几年来，尼茸常年起早贪黑地工作，
长年累月地下乡、出差，高血压越来越严
重，因为缺钾总感到身体无力，医生建议
他住院治疗，我也好几次劝他去医院看
看，他都说：“过段时间再说吧。”2021 年
国庆节，我原本打算和他一起带着儿子去
昆明复查，也想让他去好好检查一下身
体。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机会也错失
了。现在想来，我真的好后悔，那时候怎
么不拉他去医院，好好做个检查呢！

尼茸走时，婆婆已经70岁了，双胞胎
儿子才9岁。

前年 8 月，小儿子肝损伤严重，我带
去昆明复查，却诊断不出病因，医生建议
做基因检查。无助的我瞬间燃起了希望，
但医生却告知基因检测需要父母双方抽
血化验。“孩子的爸爸来了吗？”这句话如
同一盆冰冷彻骨的水浇向了我。孩子的
爸爸再也来不了了……

我把关于尼茸的报道和照片收集成
册，想把公公和他留下的良好家风传给孩
子们，让他们以父亲为榜样，把尼茸还没
走完的佤山路走下去，让民族团结精神代
代相传！

尼茸，我们以你为荣，你是我和孩子
们一生的骄傲！永远的骄傲！

2011年的秋天，我刚大学毕业在单甲
乡做大学生志愿者就认识了鲍卫忠。他
和县法院同事一起到乡里开展法治宣讲，
回乡路上他和我聊起年轻时工作中的趣
事，谈笑间向我传授了不少基层工作的经
验。从那时起，鲍大哥就给我留下了对党
忠诚、务实为民的深刻印象。追忆鲍大哥
一心为民的一生，在入党之初，他就立下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志向，始
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
为党工作，用一生不停歇的脚步，来践行
自己的诺言。

2022年我调到县民族宗教局工作，到
他工作过的勐角乡走访时，经常在老百姓
口中听到鲍大哥暖心办案的故事。他始
终珍视民族团结，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
权益。追忆鲍大哥竭忠尽智的一生，涌上
心头的是他掏心窝子为老百姓着想的身
影。从他身上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特别

“接地气”，总能和老百姓想到一块、干在
一起、打成一片，别人坚持不了的事情，他
坚持了；别人不愿做的小事，他做了；别人
觉得难的事情，他主动接过。

记得在糯掌村开展绿美村庄建设期
间，这个村里共同生活着佤族和拉祜族，
由于风俗不同，佤族群众对工作有抵触心

理、积极性不是很高，后来我用鲍大哥“人
心换人心”的办法，多次进村入户，把群众
当成自家人，心贴心地了解情况、解决困
难，推动移风易俗，最终顺利建成了绿美
村庄。

2024 年 1 月，我调入组织部工作，因
工作需要，查阅了鲍卫忠同志的档案，通
过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一名党的好干部的
光辉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生动起来。面
对群众的法律诉求，他总是充满感情、将
心比心，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边；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总是冲锋
在前、勇于担当，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
权益；面对“人情关”的考验，他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所办案件没有一起关系案、人
情案、金钱案。在他办公室里悬挂的“执
法公正 心系百姓”锦旗，就是人民群众最
朴实的口碑。

时代精神，标注出道德高地；楷模之
光，辉映着各族儿女。鲍大哥走了，随那
山间的细雨，永远地融入了佤山，守护在
祖国西南边陲。他的儿时梦想是成为父
亲那样的人，而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他这
样的好干部。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把他
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吕丹：

用生命坚守初心的边疆好法官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陈美红：

局长的办案“密码”

鲍卫忠同志妻子周红：

一生的骄傲
沧源佤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龙：

牢记殷殷嘱托的好干部

临沧市文化传媒集团记者毕昱：

边疆民族团结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