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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马建广

“法律援助不止于案件办结，更重要的

是让温暖延续，解决好受援人的实际问

题。”昨日，记者见到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

人韩磊时，他正在与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商

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的后续工作。

这是一起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

件，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受援人最

终胜诉。

“相较于胜诉，当事人更渴望案件后续

的顺利履行。”两人沟通后，针对可能出现

的履行问题商定了工作方案，确保受援人

的胜诉权益能及时实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民心工程,一头牵

着百姓所需,一头牵着政府关爱，为弱势群

体撑起法律之伞。从1997年市法律援助

中心成立开始，经过几代法律援助人的接

续努力，我市法律援助工作也不断“迭代升

级”，申请门槛持续降低、援助范围不断扩

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法律援助

中心将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

育医疗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

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实施法律援助经济

困难状况诚信承诺制，实现应援尽援，使

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法律援

助服务。

韩磊深知，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者，

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和敏锐的洞察

力。他深入研究各类法律法规，力求在案

件处理中做到精准无误，努力为弱势群体

撑起法治的蓝天。

2022年，75万余元工资一直被拖欠的

蔡某等30余名农民工，从一次普法宣传活

动中得知农民工被欠薪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后，便前往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这个求助涉及人数多，数额巨大，我

们立即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他们完善法律

援助申请资料，当天便根据案件特点指派

河南君信合律师事务所樊佳兰律师承办该

案。”韩磊说。

随后，承办律师樊佳兰和韩磊梳理案

件思路、多方搜集证据、整理开庭资料。

2022年9月，法院经过审理，采纳了承办

律师的代理意见，判决被告某劳务公司向

原告蔡某等人支付劳务费，被告某建筑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样扶弱帮困解民忧的故事每天都

在发生，无论付出多少汗水，每当看到受援

人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心中的成就感就

会油然而生。”韩磊说，一声声道谢、一面面

锦旗和受援人权益得到维护后的欣喜，都

鞭策着他们把法律援助工作做得更细致、

更暖心。

一次次心贴百姓的回访、一次次脚

沾泥土的调研，一次次饱含真情的意见

征询，让市法律援助中心“上新”一项项

优质服务。近年，韩磊带领市法律援助

中心不断探索创新制度机制，集聚资源

力量，建设了一支215人的市级专业法律

援助律师队伍，聘请了28名案件质量评

估师，强化案件质量和法援律师管理；开

通“绿色通道”，建立 12348 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7×24小时律师值班制度，梳理法

律援助律师的履历、专长，为受援人量身

打造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服务，更好地为

公平正义护航。

“2023年全市法律援助案件数突破

1.3万余件，已是我市法律援助制度确立之

初的48倍，为交通事故受害者、权益受损

农民工、妇女儿童等群体，解决了一件件烦

心事、闹心事，法律援助在维护司法公正、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韩磊说，法律援助工作是一

项长期的民生工程，他将牢记司法为民初

心，与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者携手，聚焦群众

所需所盼，不断探索创新，推动法律援助工

作更便捷、更高效、更专业，真正让这项民

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为弱势群体撑

起法律之伞。

“用有温度的服务，为广大老年人纾困

解忧。”采访结束后，韩磊立即跟同事筹划

起全市“法援夕阳红 护老显真情”法律援

助专项活动……

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韩磊——

为弱势群体撑起法律之伞

□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近日，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在洛阳奠基，

这一国家级考古研究平台，将聚合国家、省、市高校

科研院所相关领域内优秀科研力量，推动夏商文明

重大考古项目研究，探源中华文明，引发社会关注。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中华文明何时

形成、是否确有5000年历史，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乎中华民族“我是谁、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代之问。通过考古拨开历史

的烟云，进行文明溯源寻根，将早期中国的历史讲清

楚，将夏商文明展现好、传承好、发展好，意义重大。

《史记》有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

何以中国的追问中，洛阳的分量可想而知，二里头文

化尤其具有划时代意义。这里有我国最早的城市道

路系统、“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开

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新年贺

词中专门提到“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指出这些历史

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自1959年发现以来，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万件

文物，发掘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才发掘了1%多一

点，这本“无字之书”刚刚打开。国家级考古研究中

心将实验室“搬”到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地上，开

创了国家级考古科研平台建设运营新模式，将在大

遗址上寻找远古的记忆，进一步揭开“最早的中国”

的神秘面纱，更好地诠释“何以中国”。可以说，该

国字号考古平台花落洛阳，是实至名归。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近年来，我市在全

国率先打造国家遗址公园3.0版本，推动文物保护

考古与文旅融合发展互促共赢，让古老的文化遗产

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自

开放以来，已接待观众超过500万人次，“早期中国

系列展览”已成为夏文化展示主阵地、游客打卡

地。当人们把绿松石文创产品带回家，当游客用

“洛阳铲”吃起文创糕点，当研学大军涌进二里头，

中华文明的灿烂星光，已在每个人心中播撒下文化

自信的种子。可以预期，以国字号考古平台建设运

营为契机，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展示

好，向世界更好地呈现中华文明的璀璨气象，洛阳

定能从过去中收获未来！

探源“文明曙光”
诠释“何以中国”

赵超构新闻奖优秀专栏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唱响

新时代”河南省群众合唱大赛结果，我市

两件作品获奖。洛阳师范学院混声合唱

团、洛阳洛神女子合唱团代表我市参加决

赛，分别演唱了《燕歌行》和《敕勒川》，其

中，《燕歌行》入选最佳作品奖，《敕勒川》

入选优秀作品奖。

（戚帅华）

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