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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最近，“法官靳东”刷屏了。

电视屏幕上，靳东饰演的男主角方

远说话带着湖南口音，是一个既严肃又

风趣的基层法官：他在一桩桩案件中维

护公平正义又不失温暖；和一群基层法

院 人 以 专 业 素 养 和 高 情 商 同 老 百 姓 沟

通，接地气、办实事；同事之间志同道

合又免不了“斗嘴”“拆台”。

如此兼具正义和烟火气的法官，一

时间圈粉无数。

真 实 法 官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你 了 解 多

少？

最近，首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全程指

导、全景展现我国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

现 实 主 义 法 治 题 材 电 视 剧 《底 线》 播

出，透过一宗宗案件，展现基层法院三

代人民法官对司法底线的坚守。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主创团

队从 2019 年策划构思，2020 年 10 月开

始历时 90 余天采风，再到 2022 年 2 月

开机，同年 5 月 30 日杀青，整个项目历

时 3 年，剧本前后修改共计 20 稿。

8个月的实习挖到了宝

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

访时，《底线》 导演刘国彤说，在创作

《底线》 之前，原本觉得用影视手法表

现法官很困难，因为他和很多人一样对

法院系统和法官群体了解不够。

“法院题材和生活有一定距离，不

打 官 司 你 是 不 会 接 触 到 法 院 和 法 官

的。”刘国彤好奇于法庭上面目威严的

法官，除了开庭每天还在做哪些工作，

他们的审判逻辑是什么，法院生态又是

怎样的。

和 剧 组 同 事 进 入 法 院 体 验 生 活 、

“实习”8 个月后，刘国彤的担忧和疑

虑消失了。“法院题材可做的东西特别

多，是一个挖不尽的宝藏”。

刘国彤和剧组同事，每天与法院工

作 人 员 一 起 上 下 班 、 吃 饭 。 刘 国 彤 透

露 ， 后 来 当 地 法 院 还 给 他 们 办 了 门 禁

卡 。“ 我 们 集 中 体 验 生 活 的 法 院 有 16
个 审 判 庭 ， 我 们 每 天 早 上 进 办 公 室会

各自看排班表，然后选择感兴趣的案件

旁听”。

在基层法院“实习”的日子里，刘

国彤看见了什么？

他 发 现 法 院 里 的 案 件 形 形 色 色 ，

涵 盖 了 社 会 各 个 层 面 ； 他 们 旁 听 的 案

件，“都是当下我们所听到、接触到的

问题”。

“在法院，你会发现，当事人双方

很少掩饰，不虚假，因为在争取自己利

益的时候 （表达） 都很‘赤裸裸’，你

能 看 到 人 性 特 别 真 实 、 直 白 的 表 现 。”

刘 国 彤 表 示 ， 所 有 “ 人 间 真 实 ” 的 事

件，形成了戏剧创作的“张力”。

然后，刘国彤看见了与想象中不一

样的法官形象。

他 分 享 了 一 件 至 今 印 象 极 深 的 事

情。有一次，一位法官说次日要去回访

一宗已经判决的案子，刘国彤和剧组同

事便一道随行。

“我们确实也希望有一些往外走的

机 会 ， 于 是 跟 着 法 官 去 ， 没 想 到 特 别

远 。 我 们 得 坐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高 铁 ， 下

车后继续坐 40 多分钟的汽车，来到一

个 村 子 。 当 事 人 是 乡 村 里 的 残 疾 人 ，

这 位 法 官 要 去 了 解 案 件 判 完 后 的 执 行

情况。”

刘国彤当时很受触动，原来法官在

案件结束后还会亲 自 去 回 访 ， 哪 怕 路

途 遥 远 。 刘 国 彤 记 得 ， 当 时 他 们 抵 达

后 还 等 了 一 段 时 间 ， 而 法 官 态 度 始 终

非常耐心。

法官的A面与B面

在 《底线》 中，演员靳东饰演立案

庭 庭 长 方 远 ， 有 个 绰 号 叫 “ 方 婶 儿 ”，

因为他一方面能较好地处理职场关系，

另一方面经常既耐心又专业地对案件当

事人双方进行调解。观众评价，苦口婆

心的模样，很像热心的居委会大妈。

刘国彤说，平时在调解中，他看到

法官都是性格温和，一直在“好言好语

交流”。“法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

要让双方情绪缓和下来，但可能也要因

此承受很多委屈和无奈”。

“雷星宇案”中，雷星宇因母亲受

讨债人羞辱而愤起反抗，导致讨债人身

亡。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审判员就雷星宇

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进行了激烈辩

论，从法理、事实、情感等多方面论证；在

“职场性骚扰案”中，原本受到舆论压力

和家庭压力的女职员，在准备撤诉之际

得到了最高法挂职干部的力挺。

总体上，刘国彤觉得现实生活中法

官呈现出的基本特点是：一身正气、有

责任心、逻辑缜密、善于沟通。

“法官群体非常健谈，问一句能答

十句。他们也很幽默，但说话分寸感很

强。”刘国彤看到，很多法官将工作和

生活平衡得很好，法庭之外也有自己的

兴趣爱好。

《底线》 展现老中青三代法院工作

者群像。结合此前的观察和接触，刘国

彤觉得，像年纪大一些的庭长，性格表

现得更沉稳，逻辑性和原则性更强；而

年轻一些的工作者，比如法律助理、书

记 员 等 ， 展 现 出 很 广 的 知 识 面 ， 以 及

“敢想敢做的魄力”。在法院，师承关系

也很明显，师父引领年轻人积累实战经

验、提升职业素养。

电视剧也有普法功能

刘国彤特别提到，《底线》中设置的

时 间 背 景 是 在 2014 年 司 法 改 革 以 后 。

“司法改革全面提升了成为法官的难度，

也由此有了‘入额’的概念。”他感慨，能

“入额”成为法官的人都非常优秀，因为

这个过程非常艰苦、困难，对一个人综合

素质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而法官承受的压力，也是大家无法

想象的。“法官有终身责任制，这个案子

是你判的，就需要负责到底”。一位法官

曾告诉刘国彤，他曾经经手的一桩离婚

案，调解时发现男方对女方已无感情，最

终判双方离婚，当时女方对法官意见还

比较大。但是过了几年，那名女士忽然回

来感谢法官——因为摆脱了那段纠结的

感情，她才遇到了真正对自己好的伴侣，

开启新生活。

“在判决时，法官要考虑的不仅是

当事人当下的诉求，他 （她） 可能会看

得更长远一些。”刘国彤说。

除了展现基层法官真实工作状态，

刘国彤也很希望 《底线》 带来普法的积

极作用。

在法院旁听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一

个诈骗案令刘国彤印象深刻。涉案的是

多个 00 后年轻人，他们通过在网站上

与他人“谈恋爱”，骗取对方钱财，构

成了集体诈骗。刘国彤为这群孩子感到

惋 惜 ：“ 他 们 年 纪 轻 轻 ， 什 么 都 不 知

道。出于好玩，在他人组织下学习一些

话 术 ， 就 在 网 上 和 别 人 聊 ， 骗 他 人 转

账，之后被判刑。这将给他们的人生带

来污点。”

刘国彤认为，将一些基本的法律常

识普及给年轻 人 非 常 重 要 ， 能 让 他 们

少走一些弯路。“看着这帮孩子，我特

别 想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能 够 懂 点 法 ， 不 要

在 一 种 完 全 无 知 的 状态下被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

靳东演活了真实的法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你赶紧找个安静地方，点击链接下载

软件，打开屏幕共享⋯⋯”舞台上，一位自

称某区财政局工作人员的男子蒙着面，鬼

鬼祟祟地对着电话说道。接电话的曾婆婆，

一步步按照其提示操作。正要向对方转账

时，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的反诈民警赶

到曾婆婆家中，及时让曾婆婆免遭经济损

失 6000 元。

“ 原 来 ，电 话 号 码 也 能 用 高 科 技 修 改

啊！”听到诈骗套路解说，舞台下的爷爷奶

奶们恍然大悟，发出阵阵掌声。今年 7 月，

西南政法大学反诈宣讲团开展暑期“三下

乡”活动，到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为当地老

人送上的“反诈院坝会”，提醒老人们“钱包

捂紧，养老无忧”。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到普法大

军中，他们的“花式”普法亲民易懂接地气，

让法治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全国多地

高校组织学生深入基层，用老百姓喜闻乐

见 的 方 式 普 法 ；不 少 法 院、检 察 院 与 时 俱

进，利用生动丰富的新媒体普法方式，深入

开展网络普法工作，为青少年成长护航，为

反诈贡献法治力量。

“最后抢答互动时，他们还能记住反诈

骗情节，这是演出意义所在。新型网络犯罪

手法翻新快，老年人跟不上、防不住，就需

我们年轻人搭把手。”反诈宣讲团团长、00
后余国梁说，寓“反诈”于乐，旨在让乡亲们

“记牢、识清、防住”。

西南政法大学反诈宣讲团是西南政法

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与重庆市反诈骗中心密

切合作、共同打造的重庆市首支大学生反

诈宣讲队伍，由西南政法大学谢玲副教授

在 2021 年 12 月指导组建。迄今，宣讲团老

师和学生做过 9 场校内外宣讲、3 次反诈宣

传实践活动，同时拍摄反诈宣传视频。

谢玲介绍，成立宣讲团的初衷是利用

政法类大学生的专业优势，针对高发多发

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向校内和社会开展

反诈宣传活动，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同

时，也引导他们结合新型网络犯罪侦查治

理的课堂知识，在调研、访谈等实践活动中

了解新型犯罪的发案特点、作案手法、被害

规律，更好地开展侦查学、法学、国家安全

学等专业课程学习和课题申报研究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反诈宣讲团不仅是一

个面向社会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团队，也

是一个高校学术型研究团队。他们所接触

的所有来源于社会的鲜活案例，都是‘创新

创业’‘互联网+’等学生课题研究的第一

手资料来源。”谢玲直言，反诈宣讲团作为

全民反诈的大学生力量，未来要进一步开

展多种形式的反诈宣防活动，尤其是在反

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后，针对不同群体到

公租房、养老院、学校以及社区进行普法宣

传和反诈宣传，同时结合研究性学习、实践

活 动 参 与 新 型 网 络 犯 罪 前 瞻 性 的 课 题 研

究，争取产出理论研究成果。

“我的钱呢？十万块钱都是我的嫁妆！”

妻子朝丈夫焦急地吼道。“元宇宙可是当下

最 火 概 念，咱 炒 它 一 波 虚 拟 货 币 资 产 。别

急，我再充一万就能解锁那十万了。”丈夫

对妻子说。

“赶紧住手，你可能已经被骗。”这时

一位检察官出现，提醒小两口要警惕元宇

宙里的“黑洞”，新型概念极易成为犯罪

分子眼里的机会。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检察院原创普法剧 《股掌之间——小心电

诈！元宇宙 NFT 新骗局！》 中的一幕。海

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科技犯罪检察团队

检察官白磊，扮演深陷元宇宙圈套的“丈

夫”角色。

无论是巧妙破案的“本手”，还是用普

法短视频精准普法的“巧手”，都是为了让

法治教育亲民易懂接地气，入脑又入心。该

院新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葛飒介绍，近几

年海淀区检察院新闻中心组建了演员库，

联合各部门就特色案例拍摄普法短视频，

不少检察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报名参与。

2021 年至今，海淀区检察院新闻中心共发

布 短 视 频 作 品 150 个 ，形 式 涵 盖 了 音 乐

MV、小 剧 场、Vlog、微 电 影 等 。此 次“ 元 宇

宙 NFT 新骗局”选题，由新闻中心和科技

犯罪检察团队联合拍摄。

从业 12 年、有参演普法剧经验，但

扮 演 被 害 人 ， 白 磊 还 是 第 一 次 。 2016
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全国

唯 一 的 科 技 犯 罪 检 察 部 ， 专 门 打 击 计 算

机、网络犯罪案件，白磊成为其中一员。

成立初期，白磊就参与拍摄一部反映科技

犯罪检察官日常工作的微电影。策划、参与

编剧本、找场地⋯⋯隔行如隔山，首次跨领

域尝试拍摄微电影，除了本色出演检察官，

白磊还体验了拍摄制作“一条龙”。此次经

历让他印象尤为深刻，也是他参与创新普

法形式的新开始。

今年高考季，白磊参加拍摄“揭秘高考

诈骗套路”短视频，扮演嫌疑人。白磊坦言，

曾办理过高考诈骗案件，对内心触动很大。

十年寒窗磨一剑，但诈骗分子借高考散布

虚假信息，炮制出各种陷阱，导致受骗考生

和家长钱财损失，更有考生因此前途尽毁。

白磊希望将枯燥的法律知识用生动鲜活的

形式表演，将反诈骗知识“输入”考生和家

长脑中。“哪怕在他们心中激起一点涟漪，

能提个醒，我都觉得很有意义。”

骗子套路与时俱进，让人防不胜防。如

何让普法工作与时俱进，正是普法教育工

作面临的新挑战。在白磊看来，下一步要在

办案过程中收集各领域素材，用接地气的

短视频方式扩大普法影响力。

大学生花式普法：骗子套路上舞台

团 黑 龙 江 省 双 鸭 山

市饶河县委书记

周美佳

浙 江 舟 山 群 岛 新 区

旅 游 与 健 康 职 业 学

院团委书记

郑永骥

团饶河县委始
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着力提
升共青团“三力一
度”，围绕思想引
领，建设“青年讲
师团”队伍，实施

“青年大学习”行
动 ； 围 绕 基 层 建
设，实施县域共青
团基层改革，优化

基层团组织、少先队建设等改革行
动；围绕服务青年，开展“希望工
程”、“乡伴童行”、“返家乡”、兴边
富民支教等公益行动；围绕服务大
局，创建“青年志愿者协会”“童心
港湾”“青年创业就业见习基地”，开
展志愿服务、青年创业等助青行动。
下一步，我们将带领团员青年不忘初
心使命，踊跃投身改革发展、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等工作中，用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为海岛高职
学校的团干部，这
几年，我们走出校
园，扎根海岛，服
务地方。我们每年
都开展专门的劳动
教育实践周活动，
组建上百支社会实
践团队，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受教育、
长才干、作贡献。
希望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们能进一步发挥实践育人的功
能，拓展社会实践的宽度、广度和深
度，探索出海岛青年社会实践育人新
模式，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
我，成为可担大任的时代青年。

《底线》 剧照。 剧方供图

今年 7 月，西南政法大学反诈宣讲团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到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为当地老人送上的“反诈院坝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