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下午 13

时 52 分， 历时仅 4 个多小时，

一例人体捐献器官从内蒙古包

头东河国际机场出发经由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运抵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 并立即送往医院。

据悉， 本次中国东航各部

门通力协作， 携手国航， 飞越

近 2000 公里， 完成了这场爱

心“接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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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在开庭！” 伴

随着审判长王蕾敲响法槌， 近

日， 上海海事法院在上海海事

大学法学院审理一起海上财产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50 余名

师生共同旁听庭审， “零距

离” 感受庭审、 与法官沟通。

庭审现场， 法庭调查、 举

证质证、 法庭辩论等环节有序

进行。 法官引导当事人就案件

中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陈

述， 梳理案件的争议焦点， 组

织双方进行辩论， 充分保障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 旁听的师生

们提笔记录并专注思考。

庭审结束后， 同学们就海

上货物运输常见纠纷类型、 电

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情

况、 自贸试验区法庭受理案件

的特点以及涉外案件的法律适

用等问题与法官进行交流， 对

海事审判工作有了更为直观和

深刻的理解。

本报讯 在上海宪法宣传

周期间， 苏州河沿线迎来一座

全新的法治文化地标———“半

马苏河” 法治驿站。 作为苏州

河沿线首座以“法治” 为主题

的苏河驿站， 它承载着普及法

律知识、 为市民提供便利法律

咨询的重任。

“半马苏河” 法治驿站面

积共计 644 平方米， 共 4 层，

其中 2 层、 4 层各有室外露

台， 可近距离欣赏苏河美景。

未来， “半马苏河” 法治驿站

将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

传站”、 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

的“服务站”、 法治赋能基层

治理的“加油站”。

前台提供政务咨询、 便民

咨询， 融合普法宣传、 志愿服

务、 “智慧法治” 等服务；

“法海徜徉” 是提供小憩、 阅

读、 康乐的休闲场所； “法典

智慧” 的书架上摆放着“青司

青语”、 普陀区法治支持志愿

服务总队活动图片， 习近平法

治思想学习纲要、 宪法、 民法

典等书籍供人赏读……通过一片

法治阅读空间、 “法香法韵” 中

医软饮咖啡角、 一座法治花园的

精心布局， “半马苏河” 法治驿

站为市民们带来全方位、 多层次

的法治体验。

这里还将成为法治赋能基层

治理的“加油站”。 “听讼讲法”

行政复议听证室将聚焦复议案

件， 组织区政府法律顾问、 专家

学者等各方力量， 进行听证或谈

话， 以案明理、 以案说法， 积极

引导基层部门及公众参与旁听，

切实增强基层依法治理能力。

本报讯 “大家好， 现在

由我来介绍高空坠物侵权纠纷

的侵权行为及责任认定……”

今年上海宪法宣传周期间， 徐

汇区人民法院“甘棠树下” 社

区法官工作室将法律服务送进

学校、 社区、 企业、 军营， 为

老百姓带来“家门口” 的法治

课堂。 记者获悉， 活动期间，

“家门口” 法律服务总计开展

共 18 场， 服务 3 千余人次。

2024 年以来， 工作室共开展

线下普法活动 250 余场， 服务

4 万余人次。

12 月 3 日， 徐汇法院

“甘棠树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

法官助理于杰赴上海市南洋中

学， 为高一、 高二学生宣讲宪

法及宪法相关法。

与以往法院干警进校园开

展的单次法治讲座不同， 这堂

课系属徐汇法院、 南洋中学联

合打造的法治校本选修课程

《法律与生活》。 这个课程由思

政老师讲授教材内容、 法官老

师进行案例教学， 或者双师同

堂共授， 以实现理论知识和实

践教学紧密结合， 提升系统

性、 科学性和趣味性。

“‘双师共育’模式下，校方

老师和法官老师所讲内容互为补

充，具有一定体系性，课程开发经

前期调研、走访、座谈，符合青少

年身心发展规律。”徐汇法院政治

部副主任程龙介绍， 自2023年启

动《法律与生活》校本课程以来，

除了组织法官、 法官助理走进校

园，普及宪法和法律知识，徐汇法

院还开发了《执行第一线》视频观

摩课，邀请同学们到法院参观、开

展模拟法庭的实践课， 并进行案

例讲评，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形式

丰富多样。

她是#铁娘子' 是电梯安全守护者
———记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电梯检验所党支部书记、所长方良

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

里， 电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 在这

看似普通的“上上下下” 中，

却隐藏着无数电梯安全检验人

员的辛勤付出。 方良， 上海市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电梯检验所的党支部书记、 所

长，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她

以崇高的职业理想和执着的敬

业精神， 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的电梯安全， 被称为城市电梯

安全的守护者。

从不被信任到“铁娘子”

方良与电梯的结缘， 要追

溯到 2004 年， 那一年她研究

生毕业后进入上海特检院电梯

检验四室的那一刻。 在那个男

性主导的领域里， 她成为了电

梯检验部门首位女性从业者。

起初， 部门里许多人对她持怀

疑态度， 认为她不过是来“镀

金” 混经验的， 甚至有老同志

直言： “你一个女同志， 工地

上上厕所都没办法解决。” 但

方良不信这种性别标签， 她以

坚韧不拔的毅力， 坚守在检验

一线，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的能力。

她常年奔波于各种在建工

地， 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 从

不退缩。 2007 年， 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项目启动， 方良主动

请缨， 全程参与了电梯安装监

督检验工作。 那两年里， 从检

验方案的编制到检验报告的出

具， 她全程跟进， 几乎天天泡

在工地上。 即便是在高达 50

度的机房里， 汗水浸湿了整件

工作服， 她也从未有过怨言。

她的专业与坚韧， 赢得了同事

们的尊敬， 也让大家逐渐改变

了对女性在一线工作的偏见。

重大活动的“啄木鸟”

方良连续参与了六届进博

会保障工作， 带领电梯安全保

障突击队奋战在保障一线。 每

年， 她和团队都要完成进博会

主场馆、 浦东和虹桥两大国际

机场、 重大交通枢纽地铁站、

多家重点宾馆医院等 3000 余

台电梯的保障性检验任务， 发

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000

余条， 实现了进博场馆电梯运

行“零失误、 零故障” 的目

标。

在进博会保障期间， 方良

和团队几乎每天都在高强度工

作。 他们不仅要对电梯进行全

面检查， 还要随时准备应对突

发情况。 有一次， 在进博会前

夕， 一台电梯突然出现故障。

方良接到通知后， 立即带领团

队赶赴现场， 经过紧张排查和

抢修， 终于在进博会开幕前恢

复了电梯的正常运行。 她的专

业和高效， 为进博会的成功举

办提供了有力保障。

老公房加梯“助推器”

随着城市的深度老龄化，

老旧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成为了

社会关注的热点。 为了有效解

决“悬空老人” 的出行难题，

方良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到这项

民生工程中。 她组建了一支由

30 余名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 走访居民社

区、 施工单位听取意见， 全程

为老旧公房加装电梯提供技术

咨询和服务。 在她的推动下，

老公房加装电梯检验开辟了绿

色通道， 300 余台加装电梯已

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投入使用，

助力上海老公房加装电梯走上

“快车道”。

针对上海电梯加装数量日

益增多这一现状， 方良还专门

牵头起草了《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安全技术要求》 的地方

标准， 为上海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提出了具体的安全技术

要求和支撑。 方良说： “作为

电梯‘医生’， 就是要对电梯

数据和试验的准确客观负责，

对我们出具的每一份报告负

责。”

智慧电梯的“先行者”

在电梯安全领域深耕多年，

方良还始终关注着电梯技术的创

新发展。 她积极推动电梯检验工

作的数字化转型， 带领团队实现

了网上报验和全过程无纸化。 用

户从报验到领取报告可一网办

理。 同时， 她还积极参与“智慧

电梯” 平台建设， 推动电梯应急

指挥平台的实体化运作， 为电梯

突发事件响应、 指挥、 调度提供

了有力支持。 在方良的带领下，

电梯检验所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

技术能级， 先后完成多项国家和

地方科研项目的攻关任务。 她主

持和参与编写了多项国家标准和

团体标准， 为电梯安全领域的技

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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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陶星星

上海海事法院庭审进校园

徐汇法院把法律服务送到#家门口”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硕洋

#半马苏河”法治驿站正式启用

□ 记者 陈颖婷

□ 记者 胡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