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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老 |区 |新 |貌 |

四川：天府中央法务区探路司法供给侧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

国深入推进，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
需求日益增加。司法领域面临一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导入核心法务资源、构建法务产业体
系、为各项司法领域改革提供“创新
场”……四川天府中央法务区运行一年多
来，为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注入发展动力。

于“源头”治理“诉源”

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了12
年的法官谢芳，去年将办公地搬到位于
天府新区的天府中央法务区，成都金融
法庭就在其中的一栋小楼里。

“把金融法庭搬到金融机构林立的
地方，离诉讼服务当事人更近，有利于
对金融案件的集中管辖。法务区各类
资源的汇集也利于法庭延伸审判职能，
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开展

‘诉源治理’，排查金融领域风险点，及
时化解矛盾。”谢芳说。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需要高水平的
法务资源，把天府中央法务区放在天府
总部商务区建设是不二之选。”四川省
委政法委副书记曹代学说。

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还入驻了成
都破产法庭、成都互联网法庭、四川大熊
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成都知识产权法
庭、成都国际商事法庭等专门法庭。最
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成都审判点也
在此挂牌，并于6月8日落下“第一槌”。

天府中央法务区现已汇集了从基
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四级法院的
审判资源。

形成全链条法务业态

2020年末，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在天府中央法务区设立了成都分所，这
是这家为企业上市、并购交易等提供法
律服务的事务所在北京以外设立的第
一个分所。其北京总部高级合伙人陈
巍表示，从国家到地方的各项政策支持
奠定了他们在成都发展的信心。落户
一年多，团队规模不断扩大。

据了解，四川天府新区鼓励符合认
定条件的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
机构在天府中央法务区设立总部或分
支机构，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高端
法治人才在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园
入学、医疗、创业扶持等方面均可获政
策支持。法务区周边密集配置了中小
学、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资源，规划
建设了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设施。

目前天府中央法务区已聚集了包
括律所、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税务在
内的100多家涉法律服务机构，已为各
类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端法律服务2.5
万余件次，全链条法务业态已初步形
成。

自2021年2月启动运行以来，天府
中央法务区涉法务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9431.8万元，同比增长149.9%；实现税
收收入276.1万元，同比增长200.2%。

改革彰显推动力

走进天府中央法务区综合服务大
楼诉讼服务中心，点开成都法院“蓉易
诉”电子诉讼综合平台，线上诉讼服务
及阅卷、开庭、文书撰写等20多项功能
一应俱全，覆盖一审、二审和执行16个
环节。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强说：
“以前异地阅卷需要跑成百上千公里路
程到外地检察院，现在下趟楼就完成
了。”付强刚通过律师自助阅卷刻录一
体机完成远程阅卷。

知识产权检察专班成立并首创企
业知识产权“法律体检”指标体系；外国
律所“探路”设立代表机构；公安部批准
建设的网络安全实战基地、国家版权局
设立的全国第三个国家版权创新发展
基地等多个法治创新和研学平台落地
……一系列以市场主体需求为中心的
改革举措在天府中央法务区展开。

改革凝成推动发展的动力：2021
年，四川天府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
亿元，新增市场主体12.1万户、同比增
长23%，吸引落户注册高能级总部企业
增长46%。 据新华社

近十年来，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为抓
手，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推
动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
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让千年古都焕发新光
彩，让中华文明“金名片”熠熠发光……

在历史文化舞台中央绽放

历史上的北京城布局严谨、中轴明
显、左右对称、层次分明。“北京是世界
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

‘金名片’。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的态度，传承历史文脉，凸显北
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北京市文物
局局长陈名杰说。

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历
史风貌的恢复与十多年来的申遗保护
工作密不可分。

——2011年，北京市提出中轴线
申遗；

——2012年，北京中轴线列入《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7年，“积极推进中轴线申
遗工作”写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20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年）》发布，明确以中轴线申遗
保护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护；

作为“十四五”时期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的重点任务，中轴线申遗保护
及文物修缮纳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议事协调机制，组建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工作办公室，形成齐抓共管态势，构
建多部门参与、协调联动的发展格局。

基层文保人员感叹：“这十年，北京
历史文化遗产及文物保护工作前所未
有地靠近历史文化舞台中央。”

北京钟楼、景山兴庆阁、正阳门箭楼
等重点文物有序修缮，太庙、先农坛的核
心区相关单位办公用房完成腾退并拆
除，北海医院和天意商城建筑率先降层，
地安门外大街沿街立面焕然一新……

一些老胡同如今变了样，在保护性
修缮、恢复性修建等措施下，不仅保留
了胡同的“京味儿”，而且提升了居住品
质。

走出一条保护“新路”

北京长城沿燕山和太行山脉内侧
山脊而行，从东至西横跨六区，主要包
括北齐和明两个历史时期的遗存，材质
类型以土、石、砖以及山险为主。在长
期历史环境发展中，自然、人为等因素
导致长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此，北京针对长城文物本体、历
史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特点，走出一
条保护“新路”。

箭扣长城是明长城精华代表之一，
也是北京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节
点。2016年，北京启动箭扣长城一期
抢险修缮工程，目前已开展四期。

“箭扣长城作为几百年的古建筑，
我们坚持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消
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实现随层、随坡、随
弯、随旧、随残的修复效果，从而保持长
城的古朴风貌。”长城修缮师程永茂说。

箭扣长城不仅成立全国首个长城

保护修复实践基地，而且被世界遗产委
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
例。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与多国在遗
址保护区内展开联合考古，就文物修复
理念和技术展开合作，消除文物安全隐
患，开展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为世界
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智慧。

共享保护成果，用好发展契机

北京近年来举办的北京长城文化
节、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和北京西山
永定河文化节，已成为推动人民共享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发展成果的重要
平台。

今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极为关键的一年，《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已通过。先农坛内坛、天
神地祇坛、庆成宫文物建筑群有望整体
展示，永定门将作为展示古建筑传统技
艺的“大模型”向公众开放……

依托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北京
把工作重心由长城一般性抢险加固向
研究性修缮转变，力争探索“边修边研
究”的新经验。在远景规划中，北京已
经明确了到2035年长城全线实现无险
情的保护目标。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陈名杰说：“上一个
十年，以大运河申遗成功为契机，带动
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进步；下
一个十年，期待中轴线申遗成功为北京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繁荣发展注入更蓬
勃的动力。” 据新华社

蒙山高，沂水长
——且看今日新“红嫂”

山东临沂经开区红嫂文化博
物馆内，展陈着十几块老旧的木
板，特别引人注目。

“孟良崮战役中，为保证部队
顺利过桥，李桂芳等32位红嫂把自
家门板卸下搬来。她们站在冰冷
的河水中，肩扛门板，架起一座‘火
线桥’……”红嫂文化博物馆馆长
朱呈镕说，这些木板由红嫂所在村
庄的村民自发捐赠，非常珍贵。

博物馆里，还有小推车、担架、
纺车……这些过去沂蒙农家最常
见的生产、生活用具，记载了当年
沂蒙人民全力支前的历史，见证了
子弟兵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的鱼水深情。当时沂蒙根据
地420万人口中，就有120多万人拥
军支前，10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烙煎饼、
纳军鞋；救助伤员、纺线织布……
红嫂，是千千万万踊跃支前的沂蒙
妇女群像，是她们光荣的称号。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沂蒙这片红色土地养育了我，沂蒙
红嫂拥军支前的故事从小就感动
着我。”朱呈镕说。她曾是下岗职
工，后来创立了山东朱老大食品有
限公司。事业有起色后，朱呈镕一
直没有忘记红嫂“乳汁救伤员”以及

“沂蒙六姐妹”的故事，一次次拿出
公司生产的水饺，免费送给子弟兵。

20多年来，她走边关、进哨所、
上海岛，累计走访慰问部队600余
次，送水饺1000余吨、鞋垫8万余
双，捐款捐物1000余万元。2020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组织员工
赶制20吨“拥军水饺”，驱车13个小
时送达武汉火神山医院工地现
场。朱呈镕也被称为“新时期的沂
蒙红嫂”。

2017年，她申请成立红嫂文化
博物馆，收集了数百件革命文物，
以实物加声光电、油画、雕塑等形
式，展现了70多年前那段感人至深
的沂蒙红嫂拥军史。

岁月流转，老“红嫂”们身影渐
远，而今的沂蒙大地上，一个个新

“红嫂”正接过前一辈手中的接力
棒，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发扬
光大。

沂南县于爱梅，是“沂蒙母亲”
王换于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贞的
女儿。“我是红嫂后人，有责任把前
辈的精神传承下去。”于爱梅退休
后，发起成立了沂蒙精神传承促进
会，组织300多名会员，先后进行了
3000多场沂蒙精神宣讲活动；

蒙阴县牛庆花，是一位普通的
农村留守妇女，为了让家乡优质果
品走出大山，她紧跟时代潮流，开
网店、做直播，不仅自己脱贫，还成
为当地致富的带头人，荣获“全国
劳动模范”称号；

……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

产党，红心映朝阳……”当年红嫂
情，化作新时代奋斗精神，继续传
扬在蒙山沂水、神州大地上。

据新华社

擦亮“金名片”：北京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察

位于四川天府新区的天投法务产业大楼。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