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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熙昊：探寻公益法律服务新路径

让老娘舅式调解工作创新升级

甘做弱势群体排忧人
帅气阳光的胡熙昊是公益律师

群体中的一员。2010年，他在前辈
律师引领下加入到这个行列，自
2011年首次与社区结对以来，在公
益法律之路上奔走至今已八年。

胡律师最近正在代理一个自闭
症（孤独症）儿童状告父亲的案子。
这个案子要从去年说起，一位单亲妈
妈某天含悲忍愤来到法律援助中心，
诉说自己离异 2 年，独自抚养着一
个6岁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在法院
调解离婚时，母亲和父亲达成调解协
议，父亲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离
婚后，双方又另行约定：孩子的保险
费、医疗费、学费等开支双方各承担
一半。离婚后不久，孩子查出患有自
闭症，且孩子一天天长大，学费、康复
费、医药费、保险等用开支日益增多，
而要照料好一个自闭症儿童所需支
出的经济费用和耗费的精力都要远
远超过一个健康的孩子，尽管父亲经
济实力很不错，但他除了每月2000
元抚养费，并不愿意多承担其它费
用，单亲母亲无力支撑孩子日益增长
的开销，于是想通过法律向男方索要
相关费用，岂料在律所吃了闭门

羹。 胡熙昊温言安抚了那位身心疲
惫的单亲妈妈，帮她分析案子，尽心
尽职收集整理证据，指出只能以孩子
的名义状告父亲。庭前数次调解无
果，法院开庭审理数次，一审判决这
对母子获胜，只是这位父亲依旧不愿
分担这些费用，继续上诉。

“这种案子没有商业价值，律师
费用是这个单亲妈妈支付不起的，所
以只能通过法律援助来帮助孩子。”
胡熙昊介绍，为了孩子，他还将继续
提供法律援助。

胡熙昊多年来还经常为社区居民
提供法律咨询公益服务，并开展相关
法律知识讲座，这些都免费向居民开
放。胡熙昊律师告诉记者，他是带着
普法的初心走上公益律师之路的，且
自己事业发展得还不错，有财力与精
力支撑自己兼职做公益律师。

为法律公益之路探索更多可能
吸引更多律师参与公益法律队

伍，要建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激励
机制很有必要，顶层设计已经注意到
这一点。去年，司法部颁发《关于推进
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的指导意见》。
《意见》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以组织形式创新和队伍素质提升为

着力点，积极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建
设，不断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注意到这个消息的胡熙昊心动
了。“希望可以通过建立调解工作
室，更多主动参与和承接相关公益
性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虽然这只是
一次试水探索，但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好契机。”

街道方面对此很欢迎。胡律师
服务片区的西二居委会调解主任告
诉记者，传统“老娘舅”式的调解已不
能适应如今调解工作发展需要，他们
非常欢迎胡律师这种多年在社区从
事公益法律活动，有专业知识，又了
解社情民意，参与调解有优势的律师
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

记者看到胡熙昊律师调解工作
室挂牌后，周边社区的调解主任、热
心居民代表、周边一小区的业委会主
任和胡熙昊讨论起案子更频繁、更深
入了。

胡熙昊逐个给他们分析哪些事
情可以调解，哪些事要审慎处理。
胡熙昊告诉记者，《意见》明确规定：

“支持个人调解工作室登记为民办非
企业组织，或通过当地人民调解员协
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促进工作
有效开展。”所以他最近已经和身边
有志于公益性质法律服务的律师们
合作，旨在推动形成一支结构合理、
优势互补的工作团队建立。“这是一
种新探索，而我们想要抓住。”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还记得1991年中国希
望工程宣传照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
一位渴望读书的“大眼睛”小姑娘
么？那个女孩子一心想读书眼神感
动了无数国人。为此，很多人从此开
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一张照
片，一群孩子的命运就此被改写。

如今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将镜头
对准了公益主题，用镜头语言准确、真
实地讲述帮助者、受助者、公益项目开
展的故事，国家级摄影师，小俞公益摄
影创始人俞利民就是其中之一。

带着相机做义工
在踏上公益摄影路之前，俞利民

只是一名普通的专业摄影人，他拍风
光，拍生活。2012年，各类公益活动
和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宣传越来越被
公益组织所重视。俞利民有时就被
小伙伴们叫上，让他“带上相机做义
工”，在不断的拍摄中，他接触了不少
公益组织，他们一见如故，对公益、对
摄影、对生活有了更多理解和感悟。

公益摄影和摄像所记录下来的
光影，能够见证一个公益项目开展的

真实过程。就像希望工程的“大眼
睛”小姑娘一样，一张有感染力的好
照片，所带来社会影响不可估量。但
现实是，尽管很多社会组织都重视宣
传，但电视台等媒体采访后，会将相
关素材会带走，广告公司则开价较
高，所以他们并没有财力邀请到专业
人士进行跟踪拍摄。于是俞利民开
始思考是否将自己的专业与公益相
结合，成立一个公益摄影的组织，为
这些社会组织做点实事。

怎样用摄影做公益？几年前，
这 对 于 小 俞 来 说 也 是 一 个 新 课
题。于是他开始免费帮各个组织
去拍摄，他认定只要走进这些社会
组织中去，感悟到他们真正需求，
就能够拍摄出真正的好作品，等到
自己找到了感觉，2015 年，小俞成
立“小俞公益摄影”。

“小俞公益摄影”是一个由志愿
者组成的民间公益组织，这年秋天，
他们的作品得到在宝山区共青团的
认可，在组织成立的第一年，拍摄了
宝山区所有的街镇公益活动。

是公益也是事业
想拍好公益题材的作品，非常不

容易。这与商业片子的摆拍不同，公
益活动许多因素是摄影师无法决定
的，比如妙趣横生的场景、公益的主题
和友爱的眼神等等，几乎都需要摄影
师伺机而动进行抓拍，在无数张照片
中选出一张直击读者内心的照片。
小俞介绍，他们从2012年至今拍摄了
50万张公益活动照片，百来个公益视
频，小俞自己都拍坏了3个相机。

拍摄不易，带领团队创业更不
易。俞利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经济来源下，带领团队坚持做公益事
业，多位志愿者每周都放弃双休日跟
着小俞扛着机子满城跑。“我们作品
坚持公益主题，坚持专业水准。”因此
小俞公益摄影团队最初有50多人志
愿者的规模，但几次筛选之后，一度
只剩下9个人坚持，如今维持在10多
人的团队。虽然是一个松散的志愿
者组织，小俞他们对作品质量始终不
放松，记得2015年的冬天去宝山拍
摄活动，一个志愿者摄像师建议不要
只拍照片，也可以尝试拍视频。在这
位摄像师的坚持下，他们第一个视频
就此出炉，后来的微电影，纪录片都
是这样一个个诞生的。

小俞介绍自己和两个成员是专
职做公益摄影。那么，靠着这个组

织，他们能养家糊口么？
“能！”俞利民介绍，他非常感恩

上海共青团，在各区共青团的扶持
下，这几年小俞公益摄影在圈子里积
累了口碑，有了稳定的客源。虽然收
费是公益价格，但业务量客观，他们
目前主要服务5个区党建服务中心、
团区委、妇联，近20个街道，近40个
社会组织还有众多企事业单位，收入
足以覆盖成本，他相信自己的发展会
愈来愈好。

五月的一天，资深公益律师胡熙昊律师调解工作室正
式挂牌，八年来，胡熙昊与多个社区结对，为困难群众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协助处理了众多遗产继承、婚姻家庭、邻里
争执、人身损害等矛盾纠纷，为不少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胡熙昊告诉记者，他建立个人律师调解工作室，旨在更好
地参与偏公益性的法律服务，探索一条可行路径。

青年报记者 孙琪

俞利民：用光影讲好故事 传播公益力量

曾经

如今

胡熙昊为社区居民普及法律知识。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公益摄影师俞利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