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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冠华向市十届
人大三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5年全市
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法院干警负重前行。

2015 年，卫东区法院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努
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卫东区法院院长王远蒙介绍，2015 年，该院

共受理各类案件4778件，结案率90%以上，均创建
院以来历史新高。

近日，记者走进卫东区法院，与法官面对面交
流，品味法官的别样人生。

●新闻背景

4778起案件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雷颖浩

2015年10月8日，卫东区法院审判庭的
走廊里站满了人，只见人群中有一位短发年
轻女法官，她时而低声地与人交流，时而耐心
地倾听，一直面带微笑，却又不失威严。不一
会儿，她说道：“去我办公室，你们签个协议
吧。”

原来，当天有案件要开庭审理，但因排期
开庭的案件过多，审判庭全部投入使用，无奈
之下，她才在审判庭走廊里进行调解工作，最
终调解结案。

这位女法官叫宋玲玲，是卫东区法院民
事审判一庭的法官。入职4年来，在纷繁复
杂的民事审判领域，她用智慧化解矛盾纠葛，
用法律丈量是非对错。

走进宋玲玲的办公室，桌面上、书柜中摆
放着整齐的案卷，一摞摞卷宗堆叠着，将她忙
碌的身影淹没其中。记者看着身高不到一米
六的她，打趣道：“这些案卷堆起来，比你的身
高还要高啊！”

“进入法院以来，感觉自己越来越不爱梳
妆打扮了，曾经的我也是长发飘飘啊！”宋玲
玲拿出书柜里大学毕业时长发齐肩的照片，
感慨地说：“现在成彻头彻尾的‘女汉子’了。”
原来，她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把心爱的长发剪
了，目的是节省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

宋玲玲说：“民事案件中，法官经常要处
理各种并存的权利义务，寻求平衡，这是个技
术活，也是个艺术活，我一直在学习和探索。”

2015 年初，宋玲玲负责一起赡养案件。
老伴儿在30年前去世后，今年75岁的周某含
辛茹苦把5个儿子养大，帮助他们结婚成家，
便一直独自生活。近几年，老人身体越来越
不好，想要依靠孩子们时，他们却因赡养费问
题产生了纠纷。

在倾听了老人的陈述后，宋玲玲当即决
定快速处理该案，保障老人晚年生活。她来
到周某大儿子家了解情况，情绪激动的大儿
子却要将她赶出去，说自己家的事不用别人
来掺和。看到周某大儿子反应这么激烈，宋
玲玲丝毫不生气，一直耐心地倾听，直到他说
完，才平静地说：“现在可以听我说了吧？”对
方闻此顿觉失礼，情绪也逐渐趋于稳定。

宋玲玲耐心地解释，以案讲法，说明利
害，慢慢地打消了周某大儿子的抵触情绪。
宋玲玲趁热打铁，从道德与亲情的角度与他
沟通交流，渐渐地他低下了头，转身给4个兄
弟打了电话，将他们召集到一起。

宋玲玲引导他们多回忆老人无怨无悔的
付出、5个兄弟一起成长的情景，5个人都流
下了眼泪，沉睡的亲情被重新唤醒。他们当
场签订了赡养协议，都表示要好好地对待母
亲，让母亲度过一个祥和安康的晚年。

这件事让宋玲玲深刻地认识到，能够条
分缕析地分析利弊是法官必备的能力，而多
一些人文关怀，以一个倾听者的姿态耐心面
对当事人则是一种职业境界。

这6名法官是卫东区法院全体干警的缩
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全市法院干警砥砺奋
进、敢于担当、公断情理，奉法为怀的精神。

刑事审判庭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实施
“轻刑速裁”审判模式，市委书记陈建生予
以充分肯定。

坚持为民司法，依法维护农民工
权益，在全市第一个为农民工集中发
放工资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冠华
亲自到场为农民工发放工资款 190 余
万元。

东高皇法庭庭长赵烈贞带领法庭干
警所审结的案件中，没有一起矛盾激化
的，没有一起越级上访的，没有一起错
案，其本人被评为平安河南十大巾帼调
解之星。

高新区法庭设立巡回审判法庭，并
成立诉调对接点，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拓
宽案件繁简分流，让当事人得到“迅捷的
公正”。

执行局实行执行新模式，敢于亮剑
打“老赖”，设立救助专项基金，为特困申
请执行人雪中送炭。

…………
这些闪亮的成绩，都来自同一个地

方——卫东区法院。

张武杰，卫东区法院东高皇法庭副
庭长，一名学者型法官。

2003 年，他以 612 分考入大连理工
大学法学专业，名列汝州市前十名。本
科毕业后，因成绩突出，他又被保送本校
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求学期间，他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学霸”。毕业后，张武杰
通过参加 2011 年河南省公务员统一招
录考试进入卫东区法院。参加工作以
来，他凭着对法官职业的热爱，以扎实深
厚的理论功底、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开
拓创新的办案思路，快速实现了从好学
生到好法官的角色转换，成为该院民事
审判领域的中流砥柱。

东高皇法庭负责审理卫东区及高新
区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张武杰年
均审理案件 100 余起。工作中，他善于
总结审判经验，并根据在审判工作中发
现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查阅
法律法规及法学著作，撰写论文《量刑均
衡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P市危险驾
驶罪量刑为样本》，获得 2012 年全国法
院系统学术论文比赛三等奖，被市中级
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2015年，他个人承办民商事纠纷案
件 280 起，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 400 余
起。所办理案件无一名当事人上访，无
一人反映存在不端或不法行为。因工作
成绩突出，他多次获得平顶山市法院办
案标兵、平顶山市法院调研工作先进个
人、卫东区平安建设先进个人、卫东区好
青年等荣誉称号和河南省法院系统学术
论文比赛二等奖、三等奖。

民事案件占法院受理各类案件的
六成以上，民事纠纷与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利益的关联
性，决定了民事审判的重要性。张武杰
始终心怀群众，他常说：“法官是人，要
有同情心。”

2015年8月的一天，天气燥热，他刚
走进办公室，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
老人就走了进来，说自己无儿无女，全靠
拉板车给人送蜂窝煤为生，因当地一家
饭店拖欠他蜂窝煤钱而起诉到法院。张
武杰看到老人生活窘迫，决定对此案快
审快结，尽快保障老人的生活。他立刻
通知被告饭店老板到场，多次沟通后，饭
店老板承认了欠钱事实并表态愿意还
钱。

一周后，老人来到法院撤诉，原来
饭店已付清欠款。按照法律规定，撤诉
案件可以退一半诉讼费，但是法院内部
办理退费手续还得过一段时间，老人不
舍得坐公交车，每次都是走几十里地过
来的。为了不让老人再跑一趟，张武杰
拿出 100 块钱递到老人的手中：“我把
退的诉讼费 50 块钱先垫付给您，多出
来的50块钱您坐个车回去吧。”老人感
激地流下了眼泪，握着张武杰的手久久
不松开。

做一名基层法官不容易，往往处于
矛盾纠纷的最前沿，而作为一名年轻法
官，又要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2015 年 5 月，张武杰计划婚后度蜜
月，好好放松一下往日紧绷的神经。但
是，一个接一个的当事人打来电话询问
案情，需要办理的案件不断增加，他坐不
住了，晚上睡觉常常会从梦中惊醒。

经过和妻子沟通，张武杰放弃了蜜
月，婚礼结束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不分
工作日和休息日地开庭、写判决。妻子
理解他工作的忙碌和不易，时常在周末
陪他到办公室加班，帮助整理材料，甚至
在怀孕期间仍多次帮他整理卷宗。

这就是张武杰，这也是东高皇法庭
所有干警的工作状态。在开拓创新、求
真务实的庭长赵烈贞的带领下，全庭干
警不懈努力，用汗水和智慧共同守护公
平正义，东高皇法庭也于2015年被市中
级人民法院评为“十星级”法庭。

201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法
官戴远哲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张照
片瞬间在法官队伍里走红，收获了
无数的点赞。

照片中，戴远哲坐在电脑前，
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案卷；他的
妻子坐在对面整理卷宗；不到二
尺远的地方支着一张折叠床，4 岁
的儿子蜷缩着小小的身子，正睡
得香甜……

携妻带子、拖家带口地来加
班，同事们说：“这种事他不知道干
了多少次了。”

受到法官父亲的感染，戴远哲
自幼对这一职业充满向往。2011年
研究生毕业后，戴远哲考入卫东区
法院，进入民一庭从事民事审判工
作。用民一庭庭长梁中波的话说：

“小戴虽然年轻，却是我们的一员虎
将，他年均审案300多起，平均不到
两天就审结一个案件，是不可多得
的人才！”由于勤奋努力，工作成绩
突出，2014年，戴远哲就被任命为民
一庭副庭长，这更让他感到自己身
上责任重大，他暗自发誓：“定不负
大家厚望。”

戴远哲在法院有个绰号——
拼命戴三郎。他经常为了送达法
律文书，不分早晚地在被告住处等
候。2015 年夏天，戴远哲负责一个
民间借贷案件。马某起诉王某某
要求返还借款 8 万元，戴远哲通过
电话通知王某某，可王某某却迟迟
不出现；通过邮寄送达传票，王某
某却拒绝接收；直接登门拜访，王
某某将他拒之门外。为了尽快帮
助当事人维护权益，戴远哲选择了

最“笨”的办法——等。
第一天，戴远哲开完庭已经上

午11点多了，他来不及吃午饭就急
匆匆赶往王某某家附近。近 40℃
的高温天气让戴远哲的身上、脸上
挂满了汗珠，但遗憾的是王某某并
未出现。下午两点，戴远哲赶回法
院继续开庭，开完庭接待完当事人
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奔去王某某家
楼下。

如此奔波往返，终于在守候了
一个星期之后，王某某主动现身，表
情复杂地对戴远哲说：“兄弟，又不
是自己的事你至于这么拼吗？你执

着得我都看不下去了，冲你这股劲
儿，这钱我还了！”戴远哲喜出望外，
顾不上整理汗湿的 T 恤，立马通知
马某到场，原、被告当即达成了调解
协议。

事后，马某专门到法院感谢戴
远哲：“说实话，我和媳妇都没想到
这钱能要回来，起诉到法院时也没
抱多大希望。多亏了您，连我自己
都做不到那么执着、认真，太感谢您
了。”戴远哲只是略带腼腆地一直笑
着。

虽说年轻就是资本，但年轻人
也不是铁人。长时间繁重的工作和

压力使戴远哲吃不消了，他在最近
一次体检时查出了肾病，便想休病
假到医院调理一阵子。

有很多次，戴远哲拿着请假条
走到梁中波的办公室门前，但当他
看到庭长忙碌的身影，看到其他同
事桌上堆积如山的案卷时，又默默
地把请假条装进了口袋。梁中波因
糖尿病需要住院，但每天都是打完
针就回法院继续工作。戴远哲最终
放弃了请假，他说：“法律是我的信
仰，法官就是我的责任，让每一位当
事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不懈的
追求。”

2014 年，通过河南省统一公务
员招录考试，卫东区法院新招录5名
干警，刘渊就是其中一员，他被分到
执行局工作。

大学毕业后，刘渊曾在重庆市
开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来到卫东区
法院执行局后，他深刻体会到执行
工作的艰苦。起早贪黑、加班加点
是常态；上班要钱、下班找人更是家
常便饭；为了核实被执行人财产情
况，跑个三五趟很正常，而蹲点守
候，有时几天几夜也不一定能行。
但是所有的这些付出，在他看来都
是值得的。

像医院的门诊一样，是刘渊对
卫东区法院执行局工作的第一印
象。执行局每个办公室都摆放了一
排长凳，每天早上一上班就坐满了
人，没有座位的就站着，实在站不下
就站到走廊里。

刘渊说，这是执行案件的特殊
性造成的。为了让当事人找得到法
官，又不耽误法官外出办案，就统一
把接待当事人的时间定在早上。

2015年，执行局收案731件。每
位执行干警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日

子。
执行局的加班也与众不同，别

人越闲的时候执行局越要加班。工
作日当事人外出打工或上班，寻找
当事人往往扑空，反倒是周末和节
假日当事人在家的概率比较大，执
行干警就要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
寻找当事人。

201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清
晨6时，在微弱的晨光中，卫东区法
院执行干警在院党组成员、执行局
长刘龙的带领下，兵分五路踏雪奔
赴执行一线，把涉农民工工资、追索
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关乎弱势
群体的案件，作为重点优先执行。

不是所有的案件努力了就有好
结果，即使执行干警付出了全部的
汗水。

有一次，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找
到案件承办执行法官荣攀，说：“请
法官同志帮帮我吧，那是我攒了一
辈子的钱，我还要用它养老。”老人
是一起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被骗
财物无法追回，案件也进入执行阶
段，被执行人已投送监狱，执行难度
较大。

荣攀一边想方设法查询被执行
人名下的存款、房产和车辆等财产
信息，一边积极联系看守所查询被
执行人的关押监狱，会见被执行人，
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沮丧，被执行
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面对老人渴望的眼神，荣攀数
次心酸掉泪，所能做的就是帮助老
人协调政府部门给予救助。

即使执行法官付出再多的努
力，部分案件也会因种种原因不能
执行到位，有的当事人对此无法理
解。刘渊说，有些当事人会到办公
室吵闹，不管案件实际情况，也不管
执行法官所做的努力。而执行法官
面对当事人，却总是笑脸相迎。

“每当申请执行人拿到执行款
的时候，总是说不尽感谢的话语，执
行法官的心中就会充满了成就感。”
刘渊说。

2015 年 11 月，执行局副局长苗
逢雨承办的一个案件中，建设单位
拖欠农民工工程款139万元，迟迟不
支付，导致部分农民工数次围堵建
设单位大门。苗逢雨了解情况后，
快执快结，带领执行干警及时查询

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告知被
执行人不执行判决将面临更加严厉
的法律制裁，被执行人迅速偿付了
欠款。

2015 年夏天，卫东区法院的大
厅柱子上贴了一张海报，原来是某
位执行案件申请人专门印制的感
谢信，感谢执行局副局长刘聚海一
心一意帮助受害人，不计个人回
报，清正廉洁，还自费请受害人吃
饭。

2015 年，执行局全体干警迎难
而上，以不服输的劲头扎实工作，对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
依法采取拘留、逮捕、判刑等措施，
不讲情面；对生活困难的被执行人，
充分理解其难处，坚持在执行中调
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对申请执行
人热情接待，耐心倾听，以情换情，
以心换心，取得他们的信任与理解；
对于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尽可
能地关怀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法
律的亲切和温暖。

据统计，该局去年共受理执行
案件 731 件，执结率 95%以上，执行
标的总额9000多万元。

如今，“小张同学”变成“小张法
官”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这个“外
来户”慢慢地在卫东区法院扎根、成
长。

小张法官名叫张静，来自美丽
的海滨城市——山东日照，用她的
话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离
开海边，会与卫东区法院有交集。”
但在她心里，上学时就种下了一个
法官梦的种子。

上初中时，国家修建高速公路
征用了张静所在村里的农田，村委
会并没有按照征地补偿规定给村
民们足额发放补偿款，她的父母和
邻居们都不懂法律，想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却毫无办法。父亲当时
叹着气说道：“丫头啊，我们都是吃
了不懂法律的亏了，你长大了如果
能接触到法律，一定要为老百姓说
话。”

从那时起，“做一名能为老百姓
说得上话的法官”就在张静的心里

扎根、发芽。后来高考报志愿，她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学专业。2014年
大学毕业后，张静放弃了青岛事业
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怀揣着神圣
又美好的法官梦，来到了卫东区法
院。

为了追寻心中的法官梦，刚刚
毕业踏入社会且远离家乡的张静吃
了不少苦头。由于法院没有职工宿
舍，也没有食堂，张静就和其他三个
同事合租了一套房子。由于入职手
续尚未捋顺，只能暂发生活补助，张
静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2014 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出租
房里没有暖气，几个人常常冻得瑟
瑟发抖。为了省钱，张静自己买
菜、做饭，一个星期才舍得买一次
肉。

为了不耽误上班，今年正月初
五，张静便从山东老家出发，初七准
时上班。她说，大年初四母亲就将
她行李箱里的东西一件件地点好，

生怕漏掉什么，因为女儿这一走又
是大半年。父亲这时候总是低着头
喝茶，半晌只说了一句话：“生活上
照顾好自己，工作上为老百姓做
主。”

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张静
的工作热情，初来乍到的她对法院
充满了好奇，对每一天的工作都尽
心尽力。进入卫东区法院没几天，
她就被分到了主审民事案件的高新
区法庭。起初，民事审判庭繁杂琐
碎的工作让一窍不通的张静犯了
难。“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师
傅——高新区法庭庭长王会英，她
是一位办案经验丰富、泼辣能干、责
任心强的老法官。”张静说。

张静比王会英的女儿没大几
岁，王会英对待她“就像对自己的孩
子一样”。工作上，王会英手把手地
教张静，从案件如何登记到如何与
当事人沟通发传票，从如何填写送
达回证到如何撰写裁判文书，从如

何调查取证到如何办理各种财产保
全手续，事无巨细。

王会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工作力求完美。张静犯错误的时
候，王会英也会严厉地批评她。正
是因为这样，张静不仅学到了各种
办案经验，还学到了严谨细心的工
作作风。

高新区法庭管辖着卫东区、高
新区全部的土地及林权类纠纷案
件，共有4名法官。在张静眼里，在
目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全庭上下
都是不知疲倦的勇士。他们上得了
法庭，下得了田间地头；扭得了流
氓，斗得过无赖；他们干得好工作，
也照顾得了家庭。

2015 年，在王会英的带领下，
高新区法庭受理案件近 700 件，审
结率 90%，并设立巡回审判法庭，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拓宽案件繁简
分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提起公务员，第一
反应肯定都是工作压力不大、不太忙、准时上
下班和福利好。2013 年进入卫东区法院工
作的徐浩元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两年多
的工作实践改变了他的想法。

徐浩元在该院政治处工作时，负责处理
文字材料。一天下午临近下班时间，该院党
组成员、政治处主任范战捷交给他一项写作
任务，要求第二天早上交稿。

他匆匆在法院附近吃了快餐，急忙赶
回办公室开始写稿。窗外寒气逼人，不知
不觉到了晚上 11 点多。突然，办公室的门
开了，政治处主任范战捷手捧一碗热腾腾
的方便面，端到他的面前，他惊讶地问：“范
主任，你怎么也在这儿？”“我一直在陪你加
班！”

范战捷告诉徐浩元，作为一名法官，加班
加点是工作常态，“以后你就会适应了，法院
的每个工作部门都是这样的”。

从那时起，徐浩元知道了加班也是工作
的一部分。尽管辛苦劳累，但每当看到手中
的工作成果，他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2015年，徐浩元调到该院刑事审判庭工
作。他曾看到庭长周刚凌晨4点还在加班，
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副庭长高平“抽空治
病”这件事。

高平是一位工作认真细致、高度负责到
“苛刻”的一位女法官。临近年关，案件数量
剧增，高平还患上了支原体感染，虽然吃了
药，但还是发展到需要输液的地步。于是，她
便抽空去输液，回来继续写判决书。

新的一周，高平却没来上班，民二庭庭长
徐奕问了才知道，高平做手术住院了。因为
积攒的病太多，高平只能在工作完成的情况
下，利用周末做手术，顺便治疗其他大小病
痛。

徐浩元说，高平一直都是这样，她用实际
行动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用热忱的心燃起
身边每个人的工作热情，用独有的情怀感染
了每一位当事人。

角色转换：从校园
学霸到学者型法官

拼命戴三郎：
携妻带子来加班

执行法官：不是每一滴汗水都有回报

追随信仰：让梦想照进现实

工作常态：从“陪同
加班”到“抽空治病”

柔情“女汉子”：
案卷堆起来比身高还高

卫东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现场 卢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