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是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网络

知名“大 V” 陈岚， 一边是本身争

议不断的水滴筹平台， 这两个元素

的组合， 足以让 《“眼癌女童” 家

属诉网络“大 V” 名誉权纠纷》 一

案收获众多关注。 2019 年 12 月 2

日下午， 该案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宣判， 法院认定， 陈岚发布的

部分言论构成名誉侵权， 判令陈岚

在其实名认证的“作家陈岚” 新浪

微博中向原告杨美芹书面赔礼道

歉， 并赔偿原告杨美芹精神损害抚

慰金 5000 元、 律师费 5000 元， 驳

回原告王太友的全部诉讼请求和杨

美芹的其他诉讼请求。

让公众知道案件的判决结果和

理由，在一部分的案件中，通过一定

的方式抚平争议、温暖人心，是闵行

法院一直在探索的一个方向。 记者

了解到，在上述案件中，除判决书外

还附带了一份“法官后语”。寥寥 500

多字的“法外之声”，却字字点中要

害，充满温暖人心的力量。

文中， 法官发问： 双方当事人

在法庭上各执一词时， 可否想过，

王凤雅小朋友是否想看到她的亲人

和愿意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网络

上、 在现实世界里唇枪舌剑、 针锋

相对。 法院希望双方能够回忆起共

同为小凤雅焦心、 忧虑的日子， 带

着体谅之心去理解一个家庭既要面

对失去孩子的痛苦， 又要面对舆论

压力的艰辛； 带着宽容之心去感受

陌生人为了帮助孩子而释放的激烈

情绪。 法院认为， 诚实、 友善、 理

性、 包容， 应是我们从本起事件中

唤醒的品质。 面对网络求助与捐款

这个新事物， 自由如果没有界限的

规制， 善意如果缺少诚信的守护，

那么来自网络空间的正向多元价值

就会被消解， 传递在人们之间的爱

心就会被透支。

法院建议， 接受善意， 也需回

赠友好， 这种回赠既应当包括将善

意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最初的目的，

也应当包括对社会公众的主动监督

行为予以友善的回应。 或许这样，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求助与爱心

捐赠， 才能更好地纾解生活的困

境， 延续乐善好施的美德， 成为让

更多人受益的行动。

记者了解到， “法官后语” 一

经发布， 便有不少网友为这份“法

外之声” 点赞， 而在该案尘埃落定

后， 陈岚在其公众号写下了这样一

段话： 仔细地读了判决书， 我真的

得说， 很专业很细致， 拿捏到丝毫

不差， 这法秤的尺度， 能在人心之

间被量度到这个精细， 法官非常了

得。

热点案件中的“法外之声”

2016 年 3 月初， 电影 《叶问

3》 上映， 谁知， 仅放映几天就因

涉嫌票房造假受到调查。 天价影

票、 满场的午夜场次、 早晨 8： 30

的影片场次、 工作日影城最差位置

均被卖出……上述事件揭开了中国

电影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

作为影院数量、 银幕块数均位

列全市第二的闵行区， 记者获悉，

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在加强电影内

容监管的同时， 将票房收入作为影

院监管的重点内容， 总结形成了票

务系统检查、 虚报票房抽查、 瞒报

票房核查的监管模式， 对检查中发

现的使用双系统、 安装截留软件、

虚假排片， 或存在手写票、 不出

票、 结构票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

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打击， 致力于一

点点地将电影市场已经破掉的

“窗” 补起来。

2019 年 2 月， 闵行区文化执法

部门接线索反映， 闵行区有两家影

院涉嫌制造虚假交易、 虚报瞒报销

售收入等违法行为。 通过抽查，闵行

区文化执法部门确认， 两家影院在

春节档期分别瞒报了 158639.12 元、

161542.58 元的票房收入，并分别获

得了 13103.6 元、13343.42 元的违法

所得。 最终，闵行区文化执法部门给

予两家违规影院各罚款 10 万元及

没收违法所得 3 万元的行政处罚。

此举对闵行区乃至全市电影市场产

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影院案件没有成熟案例可以

参考， 在现场勘验、 平台取证、 法

律运用等方面都需要开拓创新。 为

此， 执法人员通过获取影院上报国

家专资平台票房、 淘票票及猫眼等

电商平台的票房情况， 从而确认影

院存在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的违法行

为。” 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如何计算违法所

得， 是办理制造虚假交易、 虚报瞒

报销售收入案件的难点所在。 执法

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探索出固定

专资平台数据、 查实实际票房、 核

定违法所得等对案件起关键作用的

三组数据的方法， 形成了执法部

门、 管理部门、 票务平台之间的合

作机制， 对今后闵行区乃至上海市

文化综合执法部门电影市场的监管

工作起到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新颖问题中的“补窗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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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解决”助力企业、“法官后语”抚平争议、“补窗行动”解决新问题……

“七五”普法收官，他们不断跳脱模板
□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一五” 普法， 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 “二五” 普法， 依

法治理活动如火如荼； “三五” 普法， 为构筑依法治国大厦奠

定基础……1985 年 11 月， 《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

识的五年规划》 公布， 由此， 我国于 1986 年开始在群众中普

及法律常识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此后以 5 年为单位， 中国

的普法活动一直推进到今天， 从未间断。

今年， 是 “七五” 普法的最后一年。 随着法律常识和法治

宣传教育开展和普及， “七五” 普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色？ 近

日， 闵行区宣传部、 区法宣办开展 “七五” 普法终期检查。 在

疫情期间， 及时为用人单位及员工普及劳权相关问题； 抓住公

众关注度高的案件， 以 “法官后语” 的方式抚平争议， 温暖人

心； 通过探索新举措， 破解电影市场的 “破窗效应” ……记者

发现， 随着我国普法的逐步推进， 各个部门采取的普法方式也

正跳脱出 “模板”， 逐渐刻上了自己独特的 “普法” 印记。

2020 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 让部分企业不得不进入“停

摆” 的状态。 延长假期期间工资

待遇应当如何发放？ 延长假期期

间单位要求上班怎么办， 上班期

间工资如何结算……一系列疫情

期间特有的问题， 让企业与员工

纷纷“头大”。 在这样一个特殊

时间里， 一方是企业要生存， 一

方是员工要生活， 妥善合理的处

置这两者的关系， 是关系到社会

稳定的大事。

回忆起前几个月的手足无

措， 位于马桥镇的一家汽车行业

公司负责人滕女士如今安心了不

少： 通过马桥镇总工会和闵行区

总工会的指导， 企业与职工通过

集体协商达成共识， 目前已慢慢

走出难关。

受疫情影响， 这家与武汉有

业务往来的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

的订单大幅下降， 2 月份发货量

仅为去年同期的 36.79%， 3 月份

同样不足 40%。 而另一方面， 房

租、 水电、 工资等固定支出高达

600 万元， 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

负担。 滕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

社会上不少呼吁集体协商的声音，

企业与职工共渡难关， 这让她在

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

“特殊”时间里的社会“稳定器”

此前， 马桥镇总工会曾制作

过一份疫情期间劳权问题的汇总

资料， 并发放给镇内的企业。 也

是基于这样的前期宣传， 有了协

商的想法后， 滕女士第一时间就

联系到曾接触过的马桥镇总工会

主席徐小燕。 “一是希望了解协

商流程， 二是确保符合劳动法。

幸运的是， 工会的老师很热心地

帮助了我们。”

“当时， 企业对集体协商基

本不了解， 正好想起区总工会疫

情期间拍摄过集体协商的系列宣

传片， 虽然每一集时间不长， 但

非常系统， 把协商的方方面面介

绍到了， 播放后企业的反响也很

好。” 徐小燕回忆， 当天的线下指

导因为区总工会的这门“云课堂”

开展十分顺利， 随后几方又建立

了微信群， 以便后续联系。

“培训” 后三天， 公司开始

了内部沟通， 并根据实际工作地

建立了两个微信群组， 如实反馈

了企业的困难， 并把薪酬调整、

轮休等想法告知职工。 滕女士表

示， 目前， 公司的业务已慢慢走

上了正轨。

集体协商不是结束， 而是新

的开始。 记者从闵行区总工会了

解到， 针对协商解除的职工， 区

总工会正与区人社局联动， 为这

些职工提供符合他们情况的岗位

信息。 “目前我们区总工会正在

开展‘集体协商百日行’ 活动，

其中也包含一系列‘会聘闵行’

护航行动。” 闵行区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以来，

区总工会借助微信公众号定期推

送“云招聘” 岗位信息， 为职工

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援助。
宪法宣传周期间， 闵行区各街镇工会以 “弘扬宪法宣传， 推进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主题开展了专题法律讲座

闵行法院审理 “眼癌女童” 家属诉网络 “大 V” 名誉权纠纷一案

2020 年 1 月， 闵行区总工会在莘庄地铁站南广场开展春运法治宣
传主题暨 “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 专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