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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推“当事人模式”
教学改革

走进欧爱民的办公室 ，满
墙书柜堆放着各类法律书籍 。
书架上点缀了两帧与妻女的合
影，照片中，眼前这位严肃的法
律人脸颊漾起温馨和慈爱 。 相
框 中 间 摆 放 着 一 个 陶 艺 玩
偶———端坐着的鲁迅先生 ，一
双深邃的眼睛凝视前方。

这是女儿送给欧爱民的礼
物，在她心中，父亲就是这般形
象： 数十年如一日， 为人民发
声，为正义呐喊。

刚过去的暑期 ， 除了外出
开会学习，每天早上 8 点，欧爱
民会准时来到湘潭大学法学院
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忙碌：组织
学生开读书会，做课题研究，整
理书稿，研究司法案例……

在数 10 年的法学教育与
法律实践中， 欧爱民摸索出一
套全新教学方法———当事人模
式。

“我要求学生研究当前热
点问题， 以当事人或代理人身
份启动相关法律程序， 通过各
种途径推动问题解决。 ”欧爱民
介绍， 这种教学模式实现了我
国法学教育从课堂到实战的转
变 ，将人才培养 、理论研究 、社
会服务融为一体，具有真实性、
公益性、参与性等特点。

因为在全国率先推出法学
实践性教学的 “当事人模式 ”，
以教学改革推进法治建设 ，欧
爱民当选为 2009 年度湖南省
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以所学回报社会，倾听弱
势群体的声音。 ”欧爱民常用这
句话叮嘱学生 ， 也要求自己 。
2009 年， 他指导多名研究生成
立湘潭大学法律诊所， 为老百
姓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等
服务。

“当下，法律服务需求和供
给严重失衡。 法律诊所可以整
合学生的法治资源， 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供给不足。 ”在欧爱民
的呼吁下， 越来越多法学生加
入公益维权和普法前线。

2022 年 6 月， 残障人士老

杨敲开法律诊所的大门。 老杨
在湘潭一家公司当保安， 勤勤
恳恳工作多年， 突然被无故开
除，且无任何补偿。

听完老杨的遭遇 ， 法律诊
所所长袁泽彬立即帮他提出劳
动仲裁申请， 并以法律援助志
愿者身份代理此案。 袁泽彬是
湘潭大学 2021 级法学硕士 ，他
为此事奔忙了 3 个多月 ， 从调
查取证、 制作文书， 到立案开
庭， 终于帮老杨拿到满意的赔
偿金。

2022 年 9 月 15 日，老杨给
袁泽彬送来一面锦旗致谢 ，上
面印有 14 个大字：无偿法援解
民忧，守护正义暖人心。

“养浩然正气， 铸法治精
魂，这是我们的院训。 以所知追
求正义，以所学回报社会，这是
老师的谆谆教诲， 也是湘大法
学院前辈用血泪刻下的铮铮誓
言。 ”袁泽彬说。

2020 年 5 月 28 日 ，《民法
典》正式颁布。 第 2 天，欧爱民
组织成立湖南首家《民法典》宣
讲团， 量身打造了多个宣讲主
题 ，涵盖农村土地 、婚姻家庭 、
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
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让普法
入脑入心。 ”欧爱民介绍，截至
目前 ， 这个宣讲团共宣讲 300
多次 ， 足迹遍布 64 个村 （社

区）。 他先后荣获湖南省“最美
公益普法个人”、全国普法工作
先进个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
全民知法是前提。 让法治精神
惠及三湘四水， 湘大法律人使
命在肩。 ”欧爱民说。

勇于“挑刺”也善于“拔刺”

在记者看来 ， 欧爱民在中
国法治星河中积攒的第一抹强
光，还得从“挑刺”说起。

“作为法律人，面对社会的
不公，不能只沉默抱怨，要敢发
声、去改变。 一个不良法律制度
的危害，远甚于几个犯罪案件。
我们既要关注个案正义， 更得
关注制度正义。 ”言语间，欧爱
民紧锁着一字眉。

20 多年前， 欧爱民带领学
生多次挑战红头文件， 后被冠
以“挑刺教授”。

“如果你有十足把握考到
驾照， 却必须缴纳几千元培训
费才有考试资格 ， 你会怎么
想？ ”2008 年初，给研究生上课
时，欧爱民抛出这个问题。

他的思考，源于一份文件。
2007 年 4 月 １ 日，《湖南省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暂
行规定 》（简称 《规定 》）开始施
行。 《规定》要求，公民申领驾照
只能通过驾校报考， 必须参加
驾校培训。

“这种驾考合一制度，损害
了群众的利益， 限制了公民的
自主选择权。 ”课堂上，经过一
番激烈讨论， 欧爱民和学生一
致认为，该制度违法。

“公民申领驾驶证 ，只对身
体和年龄有规定， 并未要求必
经驾校。 《行政许可法》规定，政
府不能强制性培训。”2008 年 12
月 7 日， 一封署名欧爱民和 14
名学生的挂号信， 从湘潭大学
法学院寄往省人民政府法制办
公室。 信中申请对该《规定》的
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请求将其
撤销。

2009 年 4 月 14 日，省政府
法制办复函，采纳师生意见，发
出停止执行该《规定》的函。

敢于向权威叫板 ， 欧爱民
赢来了一波波叫好。

2009 年 10 月 ，4 名考生向
欧爱民求助，他们因身高不够，
被教育局拒绝录用。 当年 7 月，
达丽娟等 4 人参加武冈市公开
招录的教师考试， 已通过资格
审查、笔试和面试，却因体检不
合格不予录用。

“我们不符合招聘公告要
求 的 身 高 男 性 160cm， 女 性
150cm 以上条件。难道身高会影
响教学？ ”达丽娟等人满腹委屈
和不解。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等均
没有对公民从事教师职业设定

身高条件。 《湖南省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招聘办法 （试行 ）》规定的身高
条件，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
公民的合法权益 ， 应予以撤
销。 ”查阅大量法律书籍后，欧
爱民和学生向省政府法制办申
请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
查。

达丽娟等 4 名考生将武冈
市教育局诉至法院， 欧爱民担
任这起“民告官”案的诉讼代理
人。 案件审结后不久，省政府法
制办删除了身高限制的规定 ，
为解开就业歧视“死结”开创了
制度先河。

“身高 ‘差之毫厘 ’，公 平
‘谬以千里’。 我不是给政府‘挑
刺 ’， 而是为社会拔掉多余的
‘刺 ’，不让这些 ‘刺 ’扎到无辜
的人。 ”其后多年，欧爱民带领
他的学生在“挑刺”之路上艰难
奔走。 先后推动政府部门取消
长沙市区大桥收费， 质疑国家
药监局医院自制医用氧红头文
件等，均受到广泛关注。

2011年， 欧爱民荣获CCTV
年度法治人物湖南十佳。

“欧院长在走一条他人不
敢走、没能走的路。 正如鲁迅先
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中
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文曲看
来，每一次“挑刺”，都是一个标
志性事件， 助推依法行政和法
治政府建设。

让法治成为一种思考习惯

“一个党员干部，他盗窃或
嫖娼。 根据法律， 他应受何处
罚？ 根据党纪党规，他又应受何
处罚？ ”采访中，欧爱民向记者
发问。

“学好党内法规，才能守好
权力的边界。 ”欧爱民认为，党
内法规是党长期执政形成的制
度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最具特色的部分 ，是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一把钥匙。 其坦言，很多党
员干部知道违法的代价 ， 却不
懂违纪的严重。

（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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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何金燕 曾雨田
“法学又难又卷，为什么值得学？ ”欧爱民无数次这样问自己。 坚守法治初心数十年，他深信：凝聚

微光，方成星河。
20 多年前，他在全国率先推出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当事人模式”，以教学改革推进法治建设；他带

领学生启动了废除“驾考合一”制度、删除身高歧视、挑战出租车特许经营等，以个案正义积跬步，助
推中国法治进程至千里。 他先后荣获 2009 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2011 年度 CCTV 中国法治人物湖南十佳。

9 月上旬，湘潭大学建校 65 周年前夕，记者专访了欧爱民。 时隔多年，他的头发花白些许，也新添了多重身份：法学院院长、学科带
头人、普法先锋、省政协委员。

变与不变之间，他始终是那个在法治星河中踏梦前行的教书匠。

人物名片

欧爱民， 湘潭大学法学院院
长 ，二级教授 、法学博士、博士生
导师，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
人才、 湖南省高校学科带头人等。
兼任中国法学会立 法 学 研 究 会
常务理事 、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
研究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法学会
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