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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科学子到法治新兵

时光回到四年前，2017 年盛夏

的研究生新生骨干培训班，方惠坚

老师寄语在场的每一位学子：“（当

你们）在清华园这个 3 平方公里内

学习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我们祖

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需要我们去建

设。” 万胜就是在场的一员，他说

那是他在清华“受教育、长才干”

的开始。

在“双肩挑”中沉淀社会责

任感

“双肩挑”辅导员是万胜在清

华大学在岗时间最长、记忆最深刻、

情感最深厚的社会工作经历。“当

一份工作直接关系着 137 名同学的

发展时，这份工作便有了温度和重

量。”虽然万胜此前有一定的学生

工作经历，但“再上岗”时仍然感

到惶恐。他从网上下载了关于清华

大学辅导员工作的文章，买来《我

的青春双肩挑》《“双肩挑”：一

项大有出息的负担》等书籍，从优

秀前辈身上学习辅导员工作的方式

方法，品悟辅导员制度的精神内涵。

还未开学，万胜已经提前在

2018 级研究生新生群里开始工作

了。那时他还在社会实践途中。白

天路上，万胜在微信群里发起问卷，

向新同学收集了100多条信息需求。

晚上回到驻地，蹲守在电脑前回应

同学们的需求。为了引导新生了解

清华并指导学习、生活和职业规划，

万胜介绍了学校各类学术科研、实

践实习、职业发展等资源。开学后，

看着同学们各得其所，万胜心里万

分自豪。

有了一点一滴的积累，同学

们不断加深了对万胜的信任。这种

信任，是微信上一句“师兄，我想

和你聊一聊”，是夜里一个紧急电

话，也是对坐陪伴时同学的伤心啜

泣……李文正图书馆、寝室楼下的

会客室、明理楼的大厅、紫荆操场

上……都留下了万胜和同学们交谈

的身影。

2020 年新冠疫情，万胜在“云”

端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实现了“云”

毕业。他在疫情前基本完成了个人

就业，因此有更多时间去关注身边

更需要帮助的同学。“我想成为让

同学见到我的身影、听到我的声音、

感受到我的存在就能安定下焦躁情

绪的带班辅导员。但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实现

这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愈发挑战。”

为此，万胜不断排查同学们的健康

状况，特别是湖北同学的情况；协

助经济困难的同学申请学校的补

贴；“啰啰嗦嗦” 地提醒同学们及

时准确地填写健康日报，方便学校

关注到每一位同学，为学校提供复

学复课的决策支撑。

清华大学 2020 届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期间任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德育工

作助理、党支部书记，所在集体获得清华大学“甲级团支部”，所带集体

获得“清华大学先进集体（研究生）”。获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清华

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2020 年启航奖（金奖）等荣誉。毕业后决心坚守服

务人民的初心，参加四川省急需紧缺专业选调，目前就职于成都市司法局

立法一处。

万 胜

本刊记者    曾卓崑   黄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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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5 日，收到可以

逐步返校的通知时，万胜主动向学

院申请返校协助工作，并通过批准，

成为为数不多回到学校的学生。“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学校以及

无数负重前行的人，守护着我们这

群毕业生和无数的在校大学生。我

能守护好这 137 名同学顺利毕业，

也算我对那些在疫情期间负重前行

的人的一丝回馈吧。” 万胜说。

在榜样的激励中前进

万胜说作为 137 名同学的带班

辅导员，他会经常被问到是什么让

他乐此不疲地做学生工作？“我很

难把内心的想法说清楚，不过眼前

会闪现一些人的身影。”

万胜本科的一位辅导员是他梦

想的启蒙者。三年前，当万胜北上

求学，他毅然赶赴四川省西南部凉

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地处大凉山

腹心地带的美姑县扶贫。2020 年万

胜毕业了。而他，扶贫事业未竟，

归期未知。他传来照片——皮肤晒

成了黝黑的颜色，身形像大山一样

坚毅。言传身教，莫过于此。

到清华求学后，万胜说不止一

次看到一个人纯粹、真诚地专注于

利他事业是什么模样。可谓之，行

胜于言。其中，对他影响最直接、

最深刻的，是研究生导师屠凯老师。

师兄曾讲过一个故事：在法学绪论

课上，屠老师问，孟子说人有三乐，

是哪三乐？师兄站起来回答了“两

乐”，他突然想不起来第三“乐”

了。屠老师请师兄坐下，然后笑眯

眯地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时光飞逝，但师兄始终

记得当时屠老师脸上幸福而得意的

笑容。这样的快乐，万胜常能从屠

老师的日常工作细节中体会到。因

而他也常常问自己：“我该有怎样

的乐趣与志趣？”

2020 年 5 月底，疫情稍微好转，

万胜从家返校，面临着 30 余天后

毕业离校的倒计时。毕业前的校园

时光格外珍贵，万胜穿梭于清华大

学的老建筑群夜跑，主动寻找精神

的洗礼。头顶的星空不语，却默默

见证毕业前的时光。眼前伫立的建

筑，也喃喃低语：那些爱国奉献的

故事曾在这里发生，并将由我们去

延续。那些倾其一生研究大国重器

的老教授们，那些精益求精、把学

问工作做到极致的老师们，那些前

赴后继投身公共事业的前辈们，无

一不让无数个万胜获得精神食粮，

坚定内心信念。

清华行胜于言的教育使万胜逐

渐明晰：乐此不疲地做学生工作的

动力正是当看到身边的同学和校园

因“我”的付出而变得更加美好。

因此他决心把服务同学的初心，在

毕业之际延伸向服务人民。

往读懂中国处去

三年前，即将开始清华大学研

究生生涯时，万胜便在心中许愿：

“我要将能体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典

型地区走一遍！”踏进贵州黔东南

苗寨的吊脚楼，钻进川西高原的藏

家小屋，走进岷江江畔迁居的羌族

美丽新村……万胜到西部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探寻最真实

的当代国情。每在祖国大地上行走

一次，真情就在他心中沉淀一次。

万胜参与邱勇校长出席的毕业生代表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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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前往嘉兴南湖、井冈山、遵义、

延安等红色教育基地探访初心。置

身历史场景下带来的灵魂触动，成

为永久奋斗的动力源泉。

2019 年 1 月，万胜负责了清华

大学研究生骨干“知行海外”柬埔

寨·泰国支队的组织协调工作，和

老师、同学围绕“国际减贫合作”

这一主题开展社会实践，以作为对

国内“脱贫攻坚”的呼应。在实践

过程中，支队的一路队员宣讲中国

的扶贫智慧，另一路队员了解柬埔

寨和泰国的减贫运作机制及具体举

措并提炼两国的减贫经验。“清华

给了我看世界的机会，更给了我闯

世界的本领和勇气。这些实践课带

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让我的历史观

和世界观逐渐完善起来，使我具备

了新时代青年应有的世界眼光与道

路自信。”毕业后，万胜回到祖国

西南，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工作，扎

根于巴蜀热土！

从法科学子到法治新兵

从校园到工作岗位，当耳熟能

详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

词汇出现在办公桌上的一份份文件

中，转化为一条条具体的规定、一

个个生动的法治实践时，万胜感受

到了这份工作的分量。

时至今日，他入职四川省成都

市司法局已一年有余，常常有朋辈

关心其工作内容是什么。万胜类比

说：可以理解成政府自设的法务岗、

合规岗、风控岗。其实，万胜所在

处室的职能远不止如此，涉及“抽

象行政行为”和对“具体行政行为”

合法合规的保障。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地方层

面做制度的供给，组织起草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章草案，从 0 到 1 去

创造；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去芜

存菁式’审查，承办成都市政府重

大行政决策、成都市政府对外签订

合作协议的前置合法性审核工作，

还要在成都市的某些重大事件中提

供法律支持。”

办公区同一楼层的同事，有的

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有的负

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事后救济。

以前在教科书、论文中看到的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备案审查等学术

概念，悄无声息地在身边变得鲜活

起来。

万胜的工作岗位对知识储备、

知识迭代的要求很高，而且关系到

一线具体的行政实践。面对新领域

的涉法问题时，必须不断更新知识

库，快速学以致用。然而，包含行

政法规、规章在内的行政法规范浩

如烟海，各个层级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更是多如牛毛。这份工作对于初

出法学院之茅庐的学子而言，是前

所未有的挑战。

刚到岗位时，万胜经常检索

很久，也查不到最能解决问题的规

定。复盘分析后发现，原来自己将

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思维模式——从

古今中外等方面对问题的知识图谱

进行系统梳理——带到了工作中。

在面对重大紧急工作时，这种梳理

研究耗时费力，并不适用。此外，

在决策前置合法性审核工作中，需

要将决策中政策法规的风险点一一

排除。万胜觉得自己将所学理性的

知识转化成实践性的指导，自己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组织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的起草工作，

赴柬埔寨泰国参加研究生“知行海外”社会实践，前排右一为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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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从零学习该立法领域的行业知

识，并综合研判、衔接协调各方意

见，字斟句酌都体现出对不同群体

利益的权衡和考量，这对万胜也是

全新挑战。

同时，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战略

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盆地思维，城

市能级已经有了飞跃式提升，部分

工作极具创新性，在城市治理的某

些领域已经领跑，或有了领跑者的

姿态。这就要求创新思维。在一些

颇具创新性、需要先行先试的地方

立法上，不仅要对标学习先进经验，

还得做原创性的探索。

因为岗位原因，万胜经常会参

与社会民生领域重大决策文件的事

前审查。一份薄薄的“红头文件”

将影响这座城市里超过 2000 万名

的常住人口。每当面临这种时刻，

万胜都会感受到沉甸甸的职业责任

感。在法治轨道上把好事办好，让

城市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需要

智慧和勇气。

万胜的工作兼具技术性、专业

性和综合性。有时候，修改一个字、

一个标点，其内核是让决策更符合

法治的要求。在法规规章草案的起

草过程中，对法言法语的精准运用，

是为了把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

以利长远，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

让条文用得上、管得住。

领导指导他不能限于事务性的

工作，要更广泛地学习，从更宏观

的维度理解政策法规，正所谓“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政府行

政的基本原理是“法无授权不可

为”。在行政管理需要创新时，对

于政策法规理解钻研的深刻程度直

接决定了地方政府合法合规治理的

效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

大局、服务中心工作，道阻且长，

尚需修炼磨砺。

在工作的这一年里，万胜也有

很多心态波动的时刻：时间紧急却

抓不住问题的关键点、风险点时，

心生焦急感、无力感；在被领导问

到更深一层的认识时，不能对答如

流，背上出汗、内心极度紧张；在

受派参会发表法律意见，“市司法

局”座牌前只有自己一人时，怕表

现得不够专业给单位和清华丢脸，

心中十分不安；在跟着领导参加涉

法“疑难杂症”专题会时，有时还

没听懂内容会议就结束了，会有一

种茫然和懊丧感。这样“红脸”“出

汗”的时刻，也是同事们将经验、

方法倾囊相授的时刻，这让万胜得

以在工作中逐渐找到了感觉，他说：

“领导们每次让我大胆提出法律意

见并予以认可的包容和让我全面参

与处室业务工作的信任，推动着我

的成长。‘传帮带’的细节让我感慨、

感动。”

工作有挑战，也不乏欢乐：

大家一起检索资料、研判分析“疑

难杂症式”的涉法问题，成功找到

症结的快感；一同分享法律意见被

认可、被采纳的喜悦；参与审核的

民生领域重大行政决策实施之后，

微信朋友圈刷屏转发和满屏点赞，

都让万胜心中升腾出无以言说的自

豪。这些点滴之间带来的喜悦，让

职业崇高感陡然提升，每次的正向

反馈都在给精神充“法治之电”。 

万胜曾写道：愿探求“治之端”，

力争为推动我国法治进程做出点滴

贡献。毕业后，学为所用的职业志

向也在逐渐变成现实。愿万胜不忘

初心，热情奔跑在法治的道路上，

用法治之力守护和创造城市百姓的

幸福美好生活。

万胜（中）带队前往贵州黔东南进行精准扶贫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