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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
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事迹报告
会昨天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举
行。6位全国自强模范分别讲述
了自己的事迹。

其中，上海应技大首届聋人
特教班本科毕业生、85后辅导员
吴斐讲述了自己以感恩之心反
哺母校，在特殊教育一线深耕十
载的事迹。这些年来，她获得了
丰富的听障大学生就业育人经
验，助力200余名听障学生实现
高质量就业，就业率连续5年保
持100%。

“一生一档”
首创“全过程就业工作模式”

1986年出生的吴斐是一位
二级听力残疾人，现任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特教
班辅导员、特教党支部书记，上
海市聋人协会副主席。

今年5月16日，第七次全国
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
在京召开，吴斐被授予“全国自

强模范”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接
受表彰。在吴斐看来，此次获得
的荣誉不仅是对她十余年如一
日坚守特教一线的充分肯定，也
是对她所在学校“有教无类”教
育理念的最佳诠释。“登上人民
大会堂领奖台时，我感到这份荣
誉背后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特教班的辅导员，吴斐
坚持创新就业新范式，针对听障
大学生沟通能力不足、社会适应
性弱、岗位层次偏低等痛点，首
创“全过程就业工作模式”。建
立“一生一档”动态管理数据库，
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就业指导
帮扶计划，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动态优化指导方案，实行“追
踪式+个性化”双轨指导策略。

这些年，吴斐通过校企联合
培养、职业能力画像、模拟面试
工坊等多项特色举措，累计开展

就业指导3000余小时，修改简历
300余份，陪同面试300余次。通
过在实践中独创的“手语+文字+
图示”三维沟通法，有效破解聋
健交流壁垒，成功助推学生入职
世界500强等企业，为实现残疾
人学生高质量就业做出有效尝
试、迈出关键一步。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吴斐
选择主动出击，积极联动多方资
源，开创“政校企协”四方协同机
制。她与上海市残联、校企合作
单位、毕业校友保持密切联系，
加强与知名企业的互动走访，为
聋生搭建广阔的就业平台。

科教融合
构建三维育人体系
作为特教思政工作者，吴斐

构建了“专业教育+思政引领+社
会实践”三维育人体系。组织励

志讲堂，培育出“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等先进典型。

她还创新“艺术+思政”教育
模式，鼓励学生分享励志故事，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
动。组织学生参与“关爱阳光行
动”，每周赴田林街道阳光之家
开展1次志愿服务，服务项目持
续15年。

身为上海市聋人协会副主
席，她带领学生和全市聋人朋友
协同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她还结合专业与睿行公
益文化发展中心合作进一步推
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并经上海
奉贤妇联推荐，代表上海参加第
二届中国妇女手工创新创业大
赛和“贤城妇创”南上海女性创
新创业赋能活动。

尽管要管理四个年级的特
教学生，事务繁杂，她还是深入

研究特教学生美育教育、就业指
导，并撰写多篇论文，先后在重
要期刊发表。

从教以来，吴斐以“残障不
是边界，而是育人起点”的信念，
让无声世界绽放出绚丽芳华。

“我希望通过多年的特教实
践，不仅教会学生生存技能，更
让他们懂得生命的尊严与价
值。未来，我将继续帮助更多的
残障学生以自强精神铸就辉
煌。”吴斐说道。

此番上场分享的5位青年法
官中，最年轻的是陆家嘴人民法
庭的90后宋丽敏。

从刑法专业毕业后，宋丽敏
被分配到陆家嘴法庭。从想象
中的办理刑事大案“跌落”到办
理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她坦然
接受，全身心投入到书记员琐碎
的工作中，从速记笔录、整理卷
宗、制作文书开始学习，三个月
后，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全部案头
工作。

这时，带教法官对她说：“法
律人的基本功，不是法条背诵，
而是读懂人心。”于是，她接下了
更难的挑战——负责接打当事
人电话。

“这个任务挑战性很大，因为
这意味着我必须直面当事人提出
的各种诉求，而且几乎没有任何
准备、请教的时间就需要给出回
答。”每次电话铃响，她都非常紧
张，担心不会答，更担心答错。

有一次，一位老人打电话来
询问如何申请执行，宋丽敏担
心老人没有代理人搞不明白，
便向同事请教，制作了一份判
后流程表，载明判后执行流程、
上诉流程，还附上联系电话，在
邮寄给当事人判决书的时候附

上一张。后来老人再次打电话
给她：“小姑娘，谢谢你，我的钱
拿到了！”

“听着老人兴奋的语气，我
能感受到这笔钱对他的意义。
而我也领悟到：法律人的价值，
不在于岗位的光环，而在于能否
成为他人黑暗中的一盏灯。”如
今，1700 件司法案件的实践积
累，不仅是宋丽敏深耕法治事业
的生动注脚，更是推动她专业能
力持续进阶的重要基石。

陆家嘴法庭地处陆家嘴核
心区，辖区范围包括4个街道，属
于典型的超大城市核心区域的
城区法庭。为了实现“金融区、
商业区、居民区”和谐共生、联合
发展，陆家嘴法庭以“浦法新枫”
为指引，深入金融城，创设“陆家
嘴楼宇法官工作室”司法品牌。

“2025年，我庭将重点推进
子品牌建设，辐射式推广‘法官
有约·午间沙龙’活动。”宋丽敏
介绍说，结合楼宇经营者、劳动
者的工作时间特点，法庭干警利
用午休时间，在楼宇开展“菜单
式”“定制型”午间法治讲堂，围
绕企业背调、劳务用工等热点话
题，通过线上同步直播、线下互
动沙龙等方式互动宣讲。

乐做“老娘舅”善当“解铃人”
青年法官把“枫桥经验”践行在浦东的楼宇和田间

让无声世界绽放绚丽芳华
这位全国自强模范助力听障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金融城高楼林立、白领集聚，楼宇内的集
体性纠纷如何化解？50公里外的乡村、古
镇，法律服务如何走向田间地头、走进村民心
中？浦东法院“法律与人生”系列活动之“浦
法新枫”特别专场6月3日在浦东图书馆举
行，青年法官们分享了自己践行“枫桥经验”、
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独门秘籍”。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作为家事法官，在办理涉农
案件时，要始终坚持深入田间地
头、走访村委会，一揽子处理纠
纷，不让一个案件演变成无数个
案件。浦东法院惠南人民法庭
团队负责人薛妹讲述了“一棵青
菜引发的官司”。

这起青菜索赔案起因是被
告拔了两排原告地里的青菜。
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件小事，
赔偿金额少，案情也简单。

但作为家事法官，多年的经
验告诉薛妹，邻里纠纷往往“案
中藏案”，小金额案件背后或许
隐藏着更深层的矛盾，要不然也
不会因为两排青菜而闹上法
院。为了一探究竟，团队来到了
菜地现场。

“站在田埂上，我看到两家
中间的田埂高高低低，纵横交
错，看不出明显的地界。”薛妹看
到，原告院子里种植的樟树和被

告院子里种植的柿子树仅一墙
之隔，两棵树枝叶交错，樟树上
密密麻麻的刺毛虫将柿子树的
叶子啃食得千疮百孔。

当事人看到法官来到现场，
就一股脑将两家十多年来的恩
怨和盘托出。一方说：“他前几
年往我家菜地倒污水，害得我种
的菜全死了，我没有证据，不然
我早起诉他了，还等得到他今天
起诉我？不行！他得赔偿我家
柿子树的损失”；另一方也不甘
示弱：“他种的那块地本来就是
我的，我处理自己的菜地关他什
么事，况且倒污水纯属诬告。”

原来，这场看似简单的赔偿
纠纷，背后是宅基地边界不清的
历史遗留问题，加上虫害的新纠
纷，让两家矛盾彻底激化。

“这个案件若不能处理好宅
基地边界不清的问题，一判了
之，只会后患无穷，可能还会引

发更多的诉讼。”为了更好地明
确地界，双方各自拿出了宅基地
权证资料，法官们还邀请村委会
到场，一起对双方的自留地重新
丈量，丈量完毕后插入一排小竹
牌作为界桩，避免日后再起争
端。此外，法官们还仔细探查院
子里樟树和柿子树的位置，引导
双方砍掉交叉在一起的枝叶，从
源头上解决刺毛虫的问题。最
后，两位年过半百的当事人握手
言和。

为了当好“解铃人”，法官们
推出了守护农村土地的“大田守
望者项目”，用司法大数据分析
案子，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中的突出问题向区农委了解情
况，并下乡察看土地流转的现
状；遇到拖欠土地租金、改变土
地用途的“问题户”，及时告诉农
委、街镇，助力完善全流程监管
机制。

“他人黑暗中的一盏灯”
1700件案件积累，90后深耕法治事业

“一棵青菜引发的官司”
深入田间地头，从根源解决矛盾

全国自强模范吴斐。
受访者供图

“浦法新枫”特别专场活动现场。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