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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晨：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本期《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栏目我们邀请到延安红领巾之
声宣讲团讲解员——袁梦梓希，她将带领我们一起追忆当年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

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

运用三明治沟通法则与家长巧妙沟通
主持人冯一倩：对于老师来说，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法，那在沟通过程中有哪些

技巧和方法更有助于双方增进感情、打开心扉呢？本期《畅行晚高峰》节目，我们特邀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吴
安平为大家分享相应的沟通技巧与方法。

主持人杨萌萌：当前，人民群众守法、用法的意识明显提
高，“打官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可赢了官司对方不履行怎么
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这涉及司法工作一个很重要
的环节——执行。如何让每一个胜诉判决都能实现，这不仅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系着司法威信、法律尊严。那么，胜
诉权益该如何实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怎么样开展的？本期

《法在身边》栏目邀请到甘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班龙，就
执行相关法律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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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梦梓希：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
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 11月 7日在江西
瑞金成立，1935年 10月长征到达陕北。
1937年 1月随中共中央由保安（现延安志
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
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
历史时期。

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
要阶段。这10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
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
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
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
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
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
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将重大新
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
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
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
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
全国的革命和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 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从保
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
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
《新中华报》于 1月 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
仍沿用原期码为 325期。这时，新华社与
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
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
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
与新中华报社搬至清凉山办公。

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三五人，
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十几人，除了抄收
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抄收日本同盟
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两部抄
收电讯的收报机和一部一百瓦的发射机
（用于播发国内广播）。抄收到的中外电
讯，分类编排，油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
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
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晚，新华社抄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
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
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

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
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
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
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十
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
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
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
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
迅速发展。1939年至 1944年是新华社业
务快速拓展时期。从 1939年 5月起，新华
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
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
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
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英播
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
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
等3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
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两三
千字增加到四五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
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
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
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每天
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一万余
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
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
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社址的新华社，
发展成为一个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

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
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
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
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
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
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

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
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
行通讯联络，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
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
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
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一号通
报台。

杨萌萌：我们都知道，人民法院是“打官司”的地方，但司法执行是做什么的，我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不太了解，您能不能说一说什么是司法执行？

班龙：法院处理的纠纷矛盾有很多，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借款纠纷、离
婚纠纷等等。就以借款纠纷来举例，贷款人也就是出借人，到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
还钱，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民事判决书以后，贷款人明明已经胜诉了，但借款人就是
不主动还钱，导致贷款人的钱要不回来，胜诉权益得不到实现，这种情况贷款人就
可以向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强制借款人履行还款
义务。这就是司法执行。总的来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凡
是当事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都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过，这里的法律文
书是指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比如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劳动仲
裁、支付令、公证书等。

杨萌萌：这么说，法院执行确实挺重要的，那请您给我们讲一下法院都有哪些
执行措施呢？

班龙：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有很多，因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是实现司法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执行局可以
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信用、人身等采取惩戒措施，强制被执行人履行。首先，在
财产方面，人民法院可以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涉及的有关
单位必须配合办理。拒不配合执行工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
人、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被执行
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网络账户存款、房产土地等不动产、车辆等动
产、名下的公司、持有的股权、保险基金、对他人的债权等都可以查询、扣押、冻结、
划拨、变价出售。

其次，在个人信用方面，一是所有的被执行人一旦有了被执行记录，永远也不
能消除，任何公众都可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查询。二是法院也会采取媒体
公开悬赏的方式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不但影响其社会形象，对家人也有
影响。三是对不能主动履行的被执行人会限制其高消费，影响出行、住宿、子女教
育等各方面生活。四是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长期公示，也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子
女不得参军、考公，个人不得贷款，子女不得上高学费学校，家人身心健康也会受到
影响。最后，在人身惩戒方面，对拒不履行、拒不配合的被执行人或单位，人民法院
可以采取拘传、搜查、拘留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拒执罪，会被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会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杨萌萌：这么多的执行措施，在一个案件里是不是都要用，法院执行的程序或
者流程一般是什么？

班龙：也不是都要使用，执行程序中，当申请人申请执行，法院同意立案执行后
就开始了。首先，法院会发出执行通知书，传唤被执行人，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
包括现有财产和一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拒不报告或虚假报告的，法院视情节轻重
可以罚款、拘留。其次，法院会在总对总查控系统中线上查询被执行人各种财产，
视情况查封、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线下深入各单位、社区等调查被执行人财产情
况。再次，根据案件标的及调查的结果依法采取扣押、拍卖、悬赏、布控、限消、失
信、拒执等措施，强制被执行人履行。最后，如果穷尽一切措施后发现被执行人没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就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日后再发现新的财产线索后，
申请人可以再次申请恢复执行。

杨萌萌：法院的执行措施很严厉，那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都在反映执行难呢？
班龙：造成执行难的因素有很多，最大的困难还是“查人找物”。尽管最高人民

法院联合各单位建立了总对总查控系统，可以一键查询被执行人银行、保险、工商、
不动产、民政、税务、车辆、婚姻、网络资金等信息，但还有好多单位没有接入，不能
快速查询到被执行人所有财产。而且对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法院只能通过悬赏、
联系公安机关布控的方式来查找，费时费力。而对于有财产的被执行人，法院就可
以直接强制执行了，比如扣划、变现银行存款、公积金、退休金、养老金、年金、车辆、
房产等财产；但对于没有能力履行的被执行人，如公司破产、个人资不抵债，法院也
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执行。

杨萌萌：如果被执行人家里只有一套住房，会不会被法院执行？有哪些财产不
能执行呢？

班龙：对被执行人“唯一住房”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是可以被执行的。一是
超过生活所必需的房屋部分，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最低生活标准后，可以
被执行。二是被执行人有其他住房或居住地的。三是房屋设立了抵押的，法院
可以在被执行人未在六个月宽限期内迁出的情况下，依法拍卖、变卖或抵债。
至于哪些财产不能执行，一是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生活所需的衣服、家具等生活
必需品。二是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三是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用
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和医疗物品。四是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
荣誉表彰物品。

杨萌萌：对提高执行效率，构建诚信社会，班法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班龙：在提高执行效率方面，首先，作为申请执行人来说，应当尽量提供明确

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作为被执行人来说，要有积极履行的态度，不能不管不
顾，听之任之。其次，双方当事人要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处理矛盾纠纷，既要讲法，也
要讲情，以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诚信待人、互帮互谅、和睦友好的社
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构建诚信社会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最后，我有几句话告诫
大家，一是放高利贷追求高息时一定要看到折损本金的风险，你看重别人的利，别
人盯着你的本。二是为人担保贷款时一定要看到代偿本息的风险，今日义薄云天，
明日对簿公堂。三是做人一定要诚信守法，行善积德，人生道路漫长，切勿因一时
违法乱纪，遗祸子孙。

冯一倩：对老师来说，为什么与家长良
好沟通很有必要？

吴安平：这是因为通过与家长沟通，老
师能够发现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帮助孩
子健康成长；通过了解家长和孩子对学校
和老师的看法，改进学校工作；通过引导家
长理解并配合学校工作，让家校共建效果
更好。同时，老师在与家长沟通的过程中，
自身也能得到成长。

冯一倩：老师与家长沟通时应该注意
些什么？

吴安平：一定要注意沟通原则、沟通态
度。即尊重家长，平等对待家长，努力创设一

个平衡和谐的氛围；以积极主动、阳光的心态
与家长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持之以恒。结合工作经验，我总结了相应的
沟通技巧供大家参考，即三明治沟通法则。

三明治沟通法则的第一层是建立关
系。你的第一句话很重要，要让家长感觉
到老师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真诚地帮
助孩子，对自己的孩子是公正的。方法是
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正面陈述。例如，孩子
最近上课专心了许多；孩子能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活动；孩子很乐意帮助别人，某天
帮我搬作业本。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记
录每个孩子的优点及代表事例，让家长觉

得老师是真正关心孩子的，从而初步建立
老师与家长的访谈信任关系。

第二层（中间层）是解决问题。陈述学
生目前的问题以及老师为此做过的努力。
例如，最近我发现孩子出现了上课不认真
听讲，小动作比较多；课上作业没法及时完
成，课后作业比较潦草；课堂上特别关注
他，也和孩子多次谈话，但效果都不太好。
主要的心法是：1.陈述事件。陈述学生目
前的问题以及老师为此做过的努力。2.询
问家长。询问家长最近有没有发现孩子的
变化，给家长陈述的时间，也是老师全面了
解问题的时间。3.共情。表露担心，让家
长感受到老师的理解，也让家长感受到老
师的付出和关爱。4.共同讨论愿景。从未
来入手，增强家长参与教育的动机。5.分
析原因，寻找方法。一起分析原因，启发家
长找出具体的策略。

第三层是肯定和鼓励。再次肯定孩子
在学校表现积极的方面。同时，向家长再
次表明，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
协作。鼓励家长在关注学习之余，多关注
孩子的情感变化、行为习惯和自信心的培
养。多多参与孩子的生活，会让孩子的心
理更加健康，人格更加健全。

冯一倩：如何让家长配合学校工作？
吴安平：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社会化，使

孩子学会遵守学校和社会的规则。学校生
活是社会生活的预演，良好的家校合作有
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性，对孩子现在
有好处，对孩子未来也有好处。以此为出
发点和家长沟通，使家长明白家校合作的
意义，家长是愿意配合的。总之，老师与家
长进行交流与沟通需要耐心、真诚和专业
性。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可以提高
教育工作的效果，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 嘉宾班龙● 嘉宾吴安平

● 嘉宾袁梦梓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