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法制 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李若晨 校对 程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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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区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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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受理
各类案件5276件，同比上升51.3%，其中受理民
商事案件4053件，同比增长71.2%，审执结4737
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人均结案数位居
全市第一。

新华区法院院长杨杰说，这些成绩是全院
干警勇于担当、公正执法、恪尽职守、辛勤奉献
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事审判二庭人
均结案200余起，多项数据位居全市法院系统
第一，功不可没。

近日，记者来到新华区法院民二庭进行了
深入采访。

●新闻背景

基 层 法 庭 干 警 的 赤 诚 之 心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付康生

新华区是我市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区。新华区法
院承担着新华区、新城区两个区的诉讼案件审理工作，
案件多、任务重，其案件总量占市区总数的一半以上。
巨大的工作量背后，凝聚着该院30余名法官的心血和
汗水。

当前，法院案多人少，法官不仅职业风险高、工作
负荷高、办案难度高、工作压力高，还要想方设法满足
群众日益升高的司法期待。新华区法院民事审判二庭
法官始终坚持以忠诚为魂、以为民为本、以公正为根、
以廉洁为金，恪守职业道德，严守职业纪律，信守职业
责任，提升职业信誉，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新时期人民法
官的良好形象。

他公正不阿、铁面无私，用行动践行着对党的忠
诚。

他领导的法庭年年都是先进，年年结案数全院第
一。

他早出晚归，克己奉公，廉洁自律。
他是优秀庭长的标杆。
他就是沈卫东，新华区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
众所周知，审判庭是法院审判工作的最基础单元，

队伍的战斗力强不强，审判庭的效能能否最大限度地
发挥，庭长无疑起到火车头、领头羊作用。

沈卫东铁面无私、公正严明，他带的队伍审结的案
子无一起错案。

在沈卫东的办公室里，记者正好碰见前来答谢他
的谢老汉。说起沈卫东，他立刻湿了眼眶：“要不是沈
庭长帮我们老两口，我现在命在不在都难说啊。”

2015年11月，为补贴家用，老谢找了一份给某工
地看大门的工作。谁知在半夜巡视时，被工地的石条
绊倒，经医院诊断为粉碎性骨折。家庭条件本就不富
裕的老谢先后两次住院，花费了5万多元。为了筹钱
给老谢治病，防止创口感染，老伴儿将亲戚都借了个
遍。当老谢的老伴儿拿着医疗单据找工地老板时，对
方态度强硬地表示，老谢前后只干了3天活，不应该赔
他医药费。

案件最终由沈卫东负责审理。工地老板在得知立
案后，私底下想请沈卫东吃饭，邀请了几次都被断然拒
绝了。一招不成，再想一招。工地老板用信封包了一
张购物卡，让沈卫东的同学送去。结果同学被沈卫东
教育了一番，红着脸走了。宣判那天，由于老谢行动不
便，沈卫东便将法庭搬到了老谢家居住的院子里。最
终工地老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赔偿老谢医药费等
各项损失5.8万元并当场交付。

老谢激动地说：“从沈庭长身上，我相信法律是公
正的，是为我们老百姓主持正义的。”

沈卫东认为，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心服口
服，实现案结事了，是最大的公正。

“法官总是处于矛盾旋涡的中心，当事人出于对自
己权利的保护，往往会不自觉地怀疑法官的公正性，所
以法官除了要拥有一份对正义的痴情外，更要有一份
执着。”

沈卫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急百姓所
急，想百姓所想，人民的事在他的心里就是最大的事。

2015年12月的一个早晨，年逾古稀的魏大娘穿着
藏蓝色的土布大襟，颤巍巍地来到法庭状告儿子。

老人早年守寡，好不容易将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
儿子、一个女儿拉扯成人，以为晚年有个依靠，但她没
想到的是，老伴儿过世后，三个儿女都不尽赡养义务。

沈卫东听着大娘的倾诉，心里很不是滋味，赶紧让
同事给大娘买来热粥和包子，安慰大娘：“放心吧大娘，
我们给您做主。”

第二天一大早，沈卫东就赶到了魏大娘居住的村
子就地审案。起初，三个儿女都躲着不露面，后来又异
口同声地推说生活困难、无法赡养，老人又倔强，不愿
意随他们过日子。

“法律规定，你们对继母同样也有赡养义务，如果
不赡养，将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沈卫东拿出法律
书，让他们明白不赡养老人的严重后果。兄妹三人最
终认了错，自行达成了赡养协议。

事情到此还没完。沈卫东调查得知，三兄妹生活
确实比较困难，就协助他们申请了救济。

沈卫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
顾不上自己年迈的母亲。他的母亲双目失明，多年瘫
痪在床，他却没有时间看望母亲尽孝床前。他常说，自
古忠孝难两全。

他是新华区法院的“办案狂人”，平均一
年办案280余起。

他可以一天 19 个小时泡在办公室，不
烦不躁。

他眼里没有休息日，10年来520个双休
日，他没有休过一天。

他坚信，勤能补拙，时间可以积累。
他是80后法官顾世法。
顾世法，新华区法院民二庭副庭长，10

年来累计办案2000余起。
今年 35 岁的顾世法，2006 年通过河南

省公务员招考到新华区法院工作，一干就是
10 年。10 年间，他一直在民事审判法庭工
作，负责案件多为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
乡里民情，案件办理难度很大。顾世法经常
走街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解工作及巡
回审判工作，减轻当事人的负担，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

顾世法办案多，却不以速度取胜，而是
注重案件质量。

2010年7月，新城区滍阳镇的闫老先生

将其长子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赡养费。顾
世法接到案件后，经过查询了解到，闫老先
生平均每半年就会向法院起诉一次，每次都
要求长子增加赡养费。

接案后，顾世法多次走访发现，闫老先
生起诉其长子之事背后有其次子夫妇二人
的影响。闫老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善于经
营，家庭条件较好，小儿子家庭条件较差，房
屋破烂不堪，大儿子与兄弟及弟媳缺乏沟
通，又好面子，闫老先生偏爱小儿子，想帮助
小儿子又没办法，就向大儿子要钱，大儿子
媳妇又管得严，兄弟妯娌关系紧张。

这场因家庭矛盾引发的案件一直持续
数年，此事在该村影响不小。为了化解矛
盾，顾世法一周之内去闫老先生家三次，与
闫老先生及其次子夫妇详谈，了解其困难，
协调民政部门审核其困难程度给予救济，
同时对小儿子夫妇进行批评教育，对大儿
子进行多次劝说，终于化解了这起延续数
年的家庭矛盾，一家人和和睦睦，重归于
好。直到 2012 年底闫老先生去世，其再也

没有向法院起诉过。
2015年，顾世法被任命为民事审判二庭

副庭长，工作更加繁忙，加班加点成为常态。
他说：“法官就像一个齿轮，整个法院就像一
部机器，法官一休息，机器就停止运行了。”

2015年5月4日，立案登记制实行后，一
大批案件涌入法院，民二庭受理的案子每天
上午一摞、下午一摞，案卷堆得像小山。他
每天中午都不回家，伏在办公桌上写判决或
阅卷，晚上更是加班到深夜。

他说，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休息一天，
但超负荷的工作量使他这种愿望一次次化
为泡影。

同事们说，顾世法以庭为家，案件最多
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铺一张小折叠床，困
了、累了就躺倒床上睡一会儿，甚至连续数
日都不回家。

顾世法在民二庭工作以来，年均结案
200多件，案件调解结案率达到80%以上，没
有发生一件引发信访等不稳定因素的案件，
办案数量及质量连年名列全院前茅。

她 2011 年从河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考
入新华区法院，从事自己热爱的审判事业，法
院就是她的家。

她在工作上的拼劲儿让男同事汗颜，同
事称她是女汉子法官。

在法院，她是办案的“急先锋”；在家里，
她是好妻子、好妈妈，是孝顺的好儿媳。

她叫张岩，民二庭副庭长，平顶山市优秀
法官。

张岩说：“民事案件案情复杂多变，但又
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足够的耐
心和精力，根本干不了。”

从当法官到现在，张岩承办各类民事案
件 1200 多件。最近 3 年，她办结的案件达
663件，结案率为100%。她所承办的案件中，
无一改发重审，无当事人缠诉、上访、引发社
会群众不满、群体性闹事的情况。

在人们的印象里，法官审案主要就是开
庭。但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却往往需要更多
调查、调解工作。

张岩讲起了她 2013 年办理的一起案
子。原告周大妈以楼上住户忘关水管，地板
防水不合格致使其客厅、卧室墙面渗水以及
沙发、衣柜等遭水浸泡损毁为由，要求住户孙
某赔偿损失。

周大妈不到60岁，瘦骨嶙峋，身材矮小，
脸颊消瘦。她说她有严重的类风湿和心脏
病，其新装修好的客厅、卧室大面积墙壁、屋
顶被水浸泡，新置办的沙发、衣柜也发潮、发
霉。周大妈断定一定是楼上住户水管漏水。
在与楼上住户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她一纸诉
状将楼上住户告上法庭。

通过庭审，楼上住户不认可是自家漏水，
且辩称已经做过防水措施。征得合议庭同意
后，张岩和同事进入周大妈所居住的小区，通
过询问小区其他住户、物业公司，多方打听并
了解到，楼上住户不经常在小区内居住，但存
在几次水管忘记关阀门，漏水后物业部门强
制关总阀门的事实。张岩多次跟被告讲情
理、法理和道理，从改善邻里关系的角度，劝
服被告同意调解。

张岩专门到有代表性的装修公司询问和
调查，了解价格。经过多次背靠背调解、面对
面调解，最终被告愿意一次性赔偿周大妈墙
壁和地板的装修费用，周大妈放弃其他诉讼
请求，双方握手言和，成功化解邻里纠纷。

近些年，随着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
凸显，法官的办案压力越来越大。作为女法
官，要承受更多压力，家庭、事业如何两全，无
疑是摆在每一位女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宋某十年前承接了给附近村委会修建农
贸市场的工程，因村委会资金短缺，工程被迫
停工，但是宋某前期为工程投入的资金不能
兑付，后期工程又不能继续，工程搁置数年，
损失数额原被告无法达成共识。当时，张岩
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行动已显笨拙，但是
考虑到自己承办的案件案情自己最清楚，她
决定下乡实地调查，现场一项一项核实工程
量，最终确定了鉴定的工程量。

鉴定结果出来时，已是 2014 年末，张岩
距离预产期不到两个星期。她加班加点赶写
法律文书，因为她知道，如果提前分娩，案件
将不能及时结案；如果寄托于把未办完的案
件移交给接手的新同事，会存在案情不熟悉
的情况。

所以，2014 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
除夕，张岩扛着孕肚工作到晚上8点，把所有
应当完成的审判任务完成后，关上电脑，踏着
雪路归家，正式待产。几天后，张岩做了妈
妈。

此后，张岩为了方便工作，一直居住在娘
家。2015年5月，院里提拔她为民二庭副庭
长，因为庭里人员少，又逢立案登记制实施后
案件量激增，她没休完产假就回到了工作一
线。

对她来说，哺乳是个大问题。往往庭审
从上午8点30分持续到中午，她马不停蹄赶
回家，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心里满是愧疚。
母亲责备她为何不先回来喂喂孩子，张岩告
诉母亲，案件也是她的生命。

张岩说：“做个法官不容易，做个女法官
更不容易。我们多么想赶紧处理完工作，多
陪陪孩子、丈夫、父母。但是看到当事人期待
的眼神，所有的心思就都扑在了案件上。虽
然我们可能亏待了家人，但是我们对得起胸
前的国徽。”

他在民事法庭工作了 28 年，将自己的
青春献给了新华区法院，累计办案 4500 余
起，无一起超审限，无一起投诉。

他办理过几乎所有类型的民事案件，同
事们称他为“百科全书”。

他今年54岁，仍然坚守在审判第一线，
每年230多起的办案量，连有些年轻法官都
赶不上他。

他就是该院民二庭法官王长州。
民事案件数量多、专业性强、法律关系

复杂，对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法律知识要
求高。对此，王长州适应日益增多的新类
型、新领域纠纷，时刻学习最新的法律知识，
针对每个案件所出现的新问题，边学边办
案。28年的积累，使他成为民事审判领域的
专家。

调解时，他三言两语就能知道当事人的
情绪、诉求和底线；审判时，他一言就能切中
要害，直击矛盾争议。

2012年2月，王长州审理一起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受害人被肇事车辆撞
死，死者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受害人的妻子体
弱多病又无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经济条
件十分困难。因事故现场无明显的撞击痕
迹，肇事方拒不承认自己肇事的事实。

一边是无生活来源的死者家属，一边是
“委屈”的司机，真相何在？为查清事实真相，
王长州多次走访事故现场，调阅事发路段当
时的电子录像，研究事故现场勘查记录，拜访

刑事侦查的法学专家学者，最后认定事故车
辆撞击死者脚部，致其向后摔倒颅脑着地重
伤致死。考虑死者有横穿马路的过错，遂判
令肇事车主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在接到判决书后，肇事车主惭愧地说，
本来想逃避法律责任，但是遇到王长州这样
的专家型法官，心服口服。

在王长州看来，民事审判的目的是引导
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良性发展，要把法律关系
拿准，把法律精神吃透。司法判决要有生命
力和公信力，必须合乎法律，合乎情理，具备
生存的土壤。

长期以来，王长州法官以“5+2”“白加
黑”的工作模式战斗在基层审判工作的第一
线，年近花甲而不辍。白天，他忙于开庭、调
解案件，接待当事人；晚上，他利用休息时间
钻研法律业务，撰写裁判文书；周末，他一定
在办公室加班整理卷宗，而这样的工作强
度，不热爱是坚持不下来的。

28年来，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案子、各
种各样的当事人，经他办理的各类疑难案件
累计1200余起，无一起发回重审，无一起当
事人上访上诉。

他向记者讲述了一起疑难案件。季某
和被告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租赁位于
市区某商住楼底商用于开数码手机店。合
同约定：被告代收租赁费、物业费等并负责
清运垃圾。但在季某经营过程中，由于商铺
漏水导致不能正常经营，季某多次找被告的

工作人员要求维修，被告均置之不理，季某
店铺长时间处于关门待修状态，给经营活动
造成较大损失。

而在双方协商解决过程中，被告认为季
某不交物业费，单方采取停水、停电，进而锁
住商铺等措施干扰、停止季某经营活动，给
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同时被告以季某
拖欠商铺房租为由，强行非法扣押并转移季
某商铺中的手机、平板电脑等300余台部及
电脑、电视等相关物品，季某多次索要，被告
拒不归还。

案子到了王长州手里，损失额的认定无
疑是一项复杂的难题，300余台电脑、平板、手
机、数码产品，型号不一样，规格不一样，损失
也不一样。认定不了，原告不干，被告也不
干。王长州仔细查证了各项数码产品自被告
扣押之日起的产品贬值幅度，一项一项地核
查，核查报告最终汇集成一本书，原被告认可
了该核查。经过沟通，原告将产品还给被告
并赔偿了损失，双方握手言和。

谈到自己的法官生涯，王长州说：“年轻
的时候没想过要当法官，但当了法官我所做
的一切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
胸前的国徽。办好每一个案子、对得起每个
当事人，把人民放在心上，把日常的工作做
好，这才是我的头等大事。”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28年来，不变的
是王长州对法官事业始终一步一脚印的坚
守。

他喜爱书记员的职业，干起活儿来得心
应手。

他是速记高手，每分钟打字200个以上，
他熟稔法律程序，精于记录、装订、送达。

他就是民事审判二庭书记员张雷。
张雷，本科学历，2011 年进入法院工作，

担任民二庭书记员至今。
书记员是法院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们不仅是记录员，也是法官的好帮手、好伙
伴。书记员每天都忙碌于庭审、谈话、发起
诉、通知当事人、安排开庭、调查、送达等工
作。而这些工作，张雷样样是高手。

张雷，一个腼腆的大男孩，阳光、帅气，和
众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工作台上沾满
了便笺纸，记录了工作中的琐事。“事情太多，
我用便笺纸把要做的事粘办公桌上，可以时
刻提醒自己。”

开庭过程中，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遇
到口音浓重的被告人或是一些有趣的事，也
得绷着脸一言不发，这就是他的工作状态。

张雷最拿手的是速记，为了跟得上法庭
审理中当事各方的发言速度，他苦练打字、速
记能力。为了练习，他硬生生将四大名著打
了一遍。在院里，速记技能他是第一。

2013 年，一起集团诉讼案件的记录工作
是张雷最难忘的经历。当时，有30余名原被
告出庭，数次开庭，审理时间长达近一个星
期，张雷与另一名书记员轮流值班。至今每
每回忆起来，张雷都会感慨道：“真的很吃
力。”

有的被告口齿不清，有的被告声音太
轻，有的被告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当
时，张雷真正遭遇了一场充满难度的“车轮
战”。庭审中，除了原告要说话，被告要说

话，法官和辩护人也要说话，张雷不能为口
齿不清等问题心烦，他的手指也不能停下
来。但是，张雷有自己的好办法，他会在打
字的同时，为被告的陈述进行归纳，并做到
语意不变。

疑问来了，在长时间庭审中，书记员如果
需要去洗手间怎么办？这可是“车轮战”的最
大挑战。在那起集团诉讼案件的庭审期间，
张雷单次久坐超过7小时，为应付尴尬情况，
他在开庭前不喝水，渴急了就拿水润润嘴唇，
就这样，7 天时间完成了 30 余万字的记录工
作。

而这，仅仅是张雷工作的一个剪影。
书记员和法官，就如护士和医生，要相互

配合才能让一个个案件顺利完结。这不仅仅
是对法官的考验，书记员的水平和技能也是
关键。一个好的书记员能让案件处理速度翻

几倍，书记员的工作除了速记和日常事务性
的工作，还有很多繁杂的琐事，比如送达。有
时候送达很简单，但有时候却是和当事人斗
智斗勇的体力活。

曾有一名案件当事人意图逃避诉讼，长期
躲避法院送达，张雷经过数日摸查，发现1月
15日是其亲友的生日，其极有可能出现。为了
向当事人送达应诉手续，张雷事先在其亲友定
好的饭店蹲守，寒风瑟瑟，冬天的夜晚接近零
度。晚上9点，当事人一出现，张雷就和同事赶
忙上前，顺利将应诉手续向其送达，保证了案
件顺利开庭。

这几位法官和书记员代表了新华区法院
干警敢于担当、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负重前
行的精神。2015年，该院民二庭获得“平顶山
十佳政法单位”荣誉称号，是我市法院系统唯
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办案狂人”顾世法

“女汉子法官”张岩

“办案专家”王长州

“速记高手”张雷

“铁面无私”沈卫东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前排右二）视察新华区法院
法庭工作。 卢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