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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闽 张曼曼)近日，舒城县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原淮南市新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淮南市振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施文勇受贿罪、洗钱罪一案。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
行以来，我市公开审理的首例“自洗钱”
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至2021年间，被告

人施文勇在淮南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淮南
市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淮南市振兴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收受淮南某宾馆、淮南市某茶餐厅等数
十家企业贿赂款57 . 5万元。索取安徽某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五家公司贿赂款共计88 . 265万元。合计索
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45 . 765万元。

2021年被告人施文勇采取让他人出具借条、
将受贿款转入他人银行账号替第三人偿还债
务等一系列操作方法，掩饰、隐瞒其受贿犯
罪的所得和性质。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施文勇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索取或
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45 . 765万元，为
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被告人施文勇采

取让他人出具借条等方法掩饰、隐瞒其受贿
犯罪的所得和性质，应当以受贿罪、洗钱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施文勇犯数罪，应
当数罪并罚。

庭审中，控辩双方在审判长主持下，围
绕指控罪名依法进行了法庭调查，并就案件
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量刑充分发表了意
见。因案情复杂，本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项 晗)日前，市法院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前往霍山县“霍山石斛”产业协会就侵害“霍山石斛”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系列案件开展走访、调研工作。

期间，市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吴立新深入了解
了该协会的成立过程、业务范围以及“霍山石斛”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使用情况，并就市法院受理的一批
涉及侵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系列案件进行法律适用问
题的解答，指导协会合法维权，保障自身权益。此次调研
活动的开展为该系列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提供充分的实
证参考，有利于营造知识产权保护良好氛围，确保地理
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取得实效。

市法院将继续协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和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普法宣传、调研协调工作，
普及法律基础知识，曝光典型案例，提高社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和法治环
境。

本报讯(常悦 记者 储勇)霍山县位于大别山腹
地，生态环境优美，素有“金山药岭名茶地、竹海桑园水
电乡”之称。但近年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盗伐滥伐、失
火烧山等案件时有发生，对县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近
日，霍山县法院依法宣判一起滥伐林木案，判处被告人
陶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八
千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作案工具油锯一台予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至9月，被告人陶某某未经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购买并
擅自采伐汪某某等三人位于该县单龙寺镇某村退耕还
林的杨树，杨树堆放在山场尚未出售。经现场勘查和鉴
定，陶某某共计采伐杨树155株，蓄积75 . 2939立方米。

法院认为，被告人陶某某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
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告人陶某某
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其行为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退
出全部违法所得，对采伐现场进行了更新造林。综合以上
情节，法院决定对其予以减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该案在严厉打击滥伐林木犯罪的同时，改变了以往
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一判了之”的做法，将被告人

“补种复绿”情况纳入悔罪表现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既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兼
具惩罚、教育、生态“一判三赢”功效，是刑法惩治犯罪与
教育引导功能在生态司法领域的有力拓展和延伸，达到

“挽救一个人，教育一群人，恢复一片林”的目的。

金寨讯(刘会成 刘颖)“刘法官，真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疫情期间
坐在家里就能收到法院打来的案款。”2021年12月22日一大早，金寨县法
院执行干警接到远在江苏的申请人余某的感谢电话。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双方当事人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北京，执
行干警利用微信视频的方式成功化解了纠纷，既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又避免了人员流动，真正做到防疫执行两不误。

2015年11月，余某申请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陈某提供工资担保，贷
款审批通过后陈某向余某借款10万元。贷款到期后，余某自行把贷款还
上，陈某却以各种理由推迟还款。2020年6月，经金寨县法院调解，陈某陆
续还款2 . 9万元，此后便百般推诿，在多次催要无果后，余某到金寨县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立案后，执行干警迅速启动网络查控与传统查控，均未发现陈某
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干警多次电话联系陈某，耐心地释法明理，
陈某均置若罔闻并拒绝提供具体的工作和居住地点。多次沟通无果后，
执行干警决定另辟蹊径，最终成功获知其具体位置信息。此后，执行干警
明确告知陈某已掌握其的工作和居住地点，如再不履行还款义务将对其
采取强制措施。

在得知自己的行踪暴露后，陈某态度开始转变，如实提供了自己的收
入及债务情况。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一个在江苏省昆山市，一个在北京市
海淀区，地域跨度大，如果组织当面调解，会增加疫情防控的风险。在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执行干警借助微信视频的方式开展线上调解，经
过1个多小时的沟通协调，双方终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陈某的还款也及
时到账。

2021年12月25日上午，叶
集区法院执行局利用周末时
间，为33名困难群众发放司法
救助金共计38万元，有效缓解
申请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此次司法救助金发放对象

主要是追索劳务报酬、刑事附
带民事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
等涉民生案件的困难当事人。
发放现场，执行局干警认真核
对身份信息，办理领款手续，发
放过程有条不紊。

李珊珊 文/图

本报讯(冯学思)“法官，我们来给钱了，快把他放出来吧。”近日，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被执行人荣某某被拘留后，迫于法律威慑，其家属主
动到裕安区法院缴清51175元执行款。

被告荣某某欠原告刘某某砂石款5万元，催要未果诉至裕安区法院，
法院依法审理判决支持原告诉请，判决生效后，荣某某未履行还款义务，
刘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采取冻
结银行账户、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被执行人荣某某仍无动于衷，毫无
还款意愿。执行干警将荣某某拘传到法院，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告知
拒不履行的严重后果，但荣某某坚称没钱。

鉴于此，法院依法作出拘留15天的决定。在做完核酸检测、常规体检、
大数据查询行动轨迹等程序并办妥拘留手续后，将荣某某送交拘留。荣
某某家人得知其被拘留，如不还款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既着急又害怕，四
处联系亲属筹钱，积极与申请执行人协商，于2021年12月23日上午赶到
裕安区法院，将51175元执行款缴清。因荣某某具结悔过且全部履行完执
行款，法院依法提前解除对荣某某的拘留措施。

本报讯 (王虎 记者 储勇 )

“终于拿到钱了，这下过年不用愁
了……”2021年12月28日，霍邱县
人民法院河口法庭成功执结李某等
人申请执行孙某追索劳动报酬系列
案件，帮助14位民工拿到了血汗钱。

孙某从事箱包制作生意，雇佣
李某、赵某等14人为其做工。双方因
工资款发放产生纠纷，经调解确认，
孙某拖欠14人工资款共计6 . 4万余

元。此后，孙某一直未支付拖欠的工
资款，李某等人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第一时间向孙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并多次联系督促孙
某履行义务，但孙某一直以在外地
结算货款为由逃避履行。此后，执行
法官先后多次来到孙某住所地查找
其本人，但均未发现孙某的行踪。

2021年12月28日清晨，执行法官再
次前往孙某住所地，成功将准备外
出的孙某依法拘传到法庭。

执行法官以案释法，郑重告知
孙某拒不履行义务的严重后果。经
过执行法官的引导，孙某终于意识
到事情的严重性，主动承认错误并
联系家人将6 . 4万余元现金带到法
庭。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14位民工
分别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本报讯(胡 磊)为进一步推深
做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金安区法院三十铺法庭在办案中充
分运用巡回审判、云法庭等便民诉
讼手段，有效减轻当事人诉累，促进
矛盾纠纷化解。

近日，该庭庭长祝万浩前往安
徽某公司处理一批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该批案件系开发商未能如
期交房，导致当事人要求退购房款

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考虑到批
量案件，为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效果，法官决定以巡回审判方式
进行化解，经过充分的释法明理，最
终双方达成协议，该批案件纠纷得
以顺利解决。

该庭副庭长龚敏日前承办的一
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因
原告处于中高风险地区不便到庭，
为尽快推进案件审理进度，在征得

原被告双方的同意后，承办法官决
定启用网络庭审系统对案件“云开
庭”。为确保庭审顺利进行，法官
事先分头联系原、被告双方，耐心
讲解“云法庭”庭审系统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最终案件顺利完成庭
审，既避免了疫情扩散风险，也减
轻了当事人往返的诉讼成本，帮助
他们足不出户化解纠纷。

六安市审理首例职务类犯罪“自洗钱”案 市法院：

开展侵害“霍山石斛”商标系列案件调研

霍山县法院：
补种从轻 一判三赢

金寨县法院：
视频调解化纠纷 防疫执行两不误

裕安区法院：
“老赖”被拘留 家人忙还款

河口法庭：帮14位民工追回血汗钱

三十铺法庭：多途径推进司法便民

2021年11月23日，是“未名四杰”成员之一，皖西叶集籍
现代文学家、书画家台静农先生120周年诞辰，台先生任教
近三十年、担任系主任整二十年的台湾大学中文系举办一
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台静农先生百廿诞辰纪念特展，由
也曾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李隆献教授策展，展览内容以台
湾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和台静农故旧师友、门生弟子收藏的
台先生手稿、书画、诗文、往来书信、行迹拾零等为主。与此
同时，仍由李隆献教授策划，以上述纪念特展的展品为主，
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画、篆刻、书信等文物300多件，并
邀请台湾的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撰文介绍台先生的风范、行
止、诗文、书画、印艺等，编辑出版了一部图文并茂、内容丰
富的《台静农先生百廿诞辰纪念专辑》，台湾大学校长管中
闵先生亲自为专辑作序，对台静农先生的德行、文学与艺术
成就和对台大中文系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在主
要由门生弟子撰写的回忆、怀念文章中，多处展现出台先生
对家乡和旧友的思念之情。

通过中介联系，皖西学院图书馆有幸购得一部《台静农
先生百廿诞辰纪念专辑》。应笔者之邀，该专辑的总编辑李
隆献教授在专辑的扉页上为台静农先生的故乡人题词：台
先生是所有中国人的光荣！本文专门选取专辑中关于台先
生思念家乡、亲友和大陆的内容，介绍给读者。

1946年，抗战时期避难四川白沙的台静农为生活所迫，
接受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聘请，携家人赴台任教，从此未返
回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台先生同住台湾大学教工宿舍
区温州街的彭毅在《温州街里岁月长——— 记台先生二三事》
一文中回忆道，台静农的母亲经常拄着拐杖，默默地站在门
口，似乎在等待什么。作者猜想，台奶奶应该是一直在等待
人在大陆的台爷爷，而台奶奶的这种心情肯定会对台静农
有所影响。

吴宏一先生留台大任教后，曾陪同搜集近代文学史料
的秦贤次拜访台静农，秦与台谈未名社、谈韦丛芜(未名社、
未名四杰中的另一位皖西叶集籍作家)、谈台静农早年的往
事，此时的台静农既兴奋又怅惘。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台
湾社会的逐渐转型，和大陆的敌对状态的逐渐化解，吴宏一
却觉得台老师突然老了许多。台先生告诉吴宏一，哲学系半
身不遂的范寿康教授偷偷回去大陆了。有一次，台静农专门

打电话叫吴宏一来自己家，只是让他看自己的诗稿和陈独
秀等人的书札之类。台静农身后留下许多珍贵文献，其中就
包括台先生的手稿、家书、陈独秀的书札等。让人强烈地感
觉到，台先生“想家”了。1986年，吴宏一到香港中文大学任
教，返回台湾时，专门到香港三联书店购买宣纸和大陆早年
出版的台静农小说《地之子》《建塔者》送给台先生，台静农
收下时显得非常高兴(见吴宏一《我记忆中的台静农老师》
一文)。

唐朝安史之乱时，京城长安沦陷，诗人杜甫被迫颠沛流
离到四川。出川前，忧心满怀地写下《秋兴》八首，其中第二
首有一句“每依北斗望京华”，其意为经常眼望北斗思念长
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晚年曾十三次和杜甫《秋兴》八首，其
中有一次将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和为“依然南斗是中
华”。南斗即南极星，钱谦益的和诗之所以做如此改动，是因
为曾有近半年投降满清经历的钱谦益，彼时依然心向苟延
东南沿海的南明小朝廷。周志文在《北斗，南斗》一文中记述
了这么一件事：台静农曾挥毫题写杜甫《秋兴》八首之二，并
曾在台东一家博物馆里展出，但是台静农的书法中将诗中
第二句“每依北斗望京华”写成“每依南斗望京华”。虽然心
性豁达的台先生在书法作品中经常写错字，自己意识到也
不改正或停笔重写(台先生曾戏言：以后看到我的书法，没
错字的，大约是假的吧)，但在这幅书法作品中，更有可能是
滞居东南宝岛的台先生思念大陆和家乡而有意为之，是其
思乡之情的真实写照。

台静农漂泊台岛半生，虽不能返乡省亲，却乡音不改，
一直挂念着在大陆的亲人故交。纪念专辑中，有两篇文章
提及他言语中的皖省乡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岸交
流尚未正式开启，台先生的弟子张光裕任职香港中文
大学，台静农知道他与大陆学者时有交流，就委托张
先生给安徽老家和友人捎信报平安。担心交流不
畅致信件丢失，台先生允许张光裕先将信件复
印，张先生还保留有台静农亲友致张先生的信
函原件(见张光裕《家书抵万金》一文)。在台
大中文系这次举办的纪念展和出版的纪念
专辑中，就收录有多封台静农与亲友的
往来书信，其中包括一封未名社和未名
四杰人物之一、建国后曾任职南开大
学和天津市文联的皖西叶集籍作家
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

1 9 89年，台湾大学准备对
温州街部分宿舍区进行改造，
台静农需要从自己住了四
十多年的六号宿舍搬到二
十五号，在台大任教的
诸多弟子帮助其搬运
家具和物品，最后，
坐在藤椅上、年已
88岁高龄的台静
农 缓 缓 地 起
身，以双手抱
着 鲁 迅 的
陶 瓷 塑
像 ，步
履 庄
重

而沉稳地一步步走向新居 (见陈昌明
《温州街》)，次年1 1月，台先生在台大
医院驾鹤西去。

虽然台静农的文学艺术成就
卓著，但由于他的后半生一直生
活在台湾，大陆这边对其关注
的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人们
关注的主要是他的文艺作
品，对其萦绕于怀的故园
情则甚少提及。台先生
门生弟子的这些回忆
和纪念文章，让我
们可以从中窥探
到他人 生中的
另一面。

晚年台静农的故园情
舒和新

位于金寨县花石乡的大
湾村，当地叫“汪家大湾”。我们

想要了解大湾的历史，就一定要
走进汪家老宅。老宅历经了三百多

年的风雨沧桑，不仅承载着汪氏一族
在此地的繁衍生息，见证了革命年代的

峥嵘岁月，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时光回溯到五百多年前，皖南休宁汪

氏第七十三世永贤堂族人汪真，正值盛年，
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窑师”，勤劳操持，家境
殷实，在当地也颇受人尊重。而此刻他眉头紧
锁，遥望远方，因为他正面临着人生中一个重大的

考验，即将要带着自己的小家族远离故土另谋落脚
之地。对于将要去向何方，路途怎样，他的内心充满了

忐忑不安，但是作为一家之主，他不能把这种忐忑外露
半分，只能把这些对于未来的担忧深埋于心。关于迁居的

原因，据说是明朝的统治者为了使自己江山永固，对当时全
国各地的大姓都实施“遣散”，分而制之。汪氏祖上曾有“唐封

越国三千户，宋赐江南第一家”的荣耀，人丁兴旺、日益繁盛的
家道，使得他们也难逃“遣散”的命运。
中国有句古话“人挪活，树挪死”。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有着

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明历史，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群不畏艰险、勇敢
奋进，为了生存而进行过无数次伟大迁徙壮举的劳动人民。
汪真带着族人一路向西寻至当时的庐州府六安州上庄(即今大湾)，

便停留下来，或许是再也
无力寻觅，或许是此地就是

理想之地，汪家大湾就此形
成。尽管背井离乡，但迁居于此

的汪氏一脉从不曾忘根忘本，始
终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勤勉劳
作，知书识礼，以致世代人才辈出。
他们不仅传承着优良的家风，更把本
属于徽州的文化印迹也带到了此地。现

在来到大湾的汪家老宅，不难发现“青砖
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都散发着浓

浓的徽派建筑气息。每次，当我推开那扇斑驳
的木门，伴着那“吱呀”一声响，都会产生一种
穿越时空的错觉，恍然间走进了一个家族的前世

今生。
置身其中，正厅上方“行端品卓”的匾额，已经成

为流淌在汪氏子孙骨子里的血脉。站在进门的天井处
仰望星空，想象着在这座宅院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有多

少汪氏子孙曾经也如我这般凝视过这个四角的天空呢？又
有多少匆忙的、悠闲的、焦灼的、平淡的脚步从这里踏过呢？

在红旗高扬的革命年代，又有多少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过他
们动人心魄的青春赞歌呢？

歌声延展，唱进新时代。老宅也重获新生，虽然没有了初建时
九十九间半的宏伟，但是保留下来的几十间老屋依然足以令人惊

叹。正厅左侧曲环回绕、高低错落的几间老房子里摆满大别山农耕民
俗文物——— 手工绣制的“对襟褂”“虎头帽”“抓周鞋”，入眼就能让人想

起童年里母亲那温暖慈爱的双手；“茶壶”“酒碗”“抓鱼篓”，件件都能勾
起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乡愁。再往里走，九间乡土味十足的民宿，已经成

为久居城市的人们休闲度假的归宿。
那些怀着不同心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中，有带着乐器、画笔、照相机的

艺术家，有成群结队欢声笑语“诗酒趁年华”的青年人，有带着孩子专为感受乡
村纯朴生活的年轻父母……他们虽然年龄层次、职业经历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

在这里寻找到一份久别的宁静，体验到一份许久未有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人生是一段很奇妙的旅程，奇妙就在

于这段旅程充满可期的未来，你永远不知道
在你的下一段路途中将和谁相遇共赴一程，就

像一个大山深处原本平淡无奇的小山村，怎能
预见会迎来一次不同寻常的来访？随后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至此迎来惊艳赞叹的目光；就像我，也
无法预见有一天我会与这个叫“大湾”的小山村日日

相见，紧密相连，读她千遍也不厌倦。

汪汪
家家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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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
今今
生生

王
凤
霞

老老屋屋正正厅厅““行行端端品品卓卓””依依然然清清晰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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