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初， 朝阳区首次面向
社会招聘工会干事， 霍宏旗通过
层层考核来到劲松街道总工会工
作。

最初， 他负责农光里社区和
农光里中社区的相关工作， 让他
印象深的是对社区内的企业进行
摸底走访 。 “那时工作比较艰
苦 ， 大家对工会普遍的认识不
足， 吃闭门羹是常事。” 霍宏旗
告诉记者。

“企业领导一听说我们是工
会的， 就找各种理由不见我们。
我们也不退缩， 虽然不能说天天

去吧， 但一个礼拜怎么也得三四
次地进他们的门 。 今天不在 ，
没准明天我们还要找来。” 凭着
这份执着 ， 他攻克下了不少企
业。

在富顿中心经营的一家民营
企业， 每次去霍宏旗都被前台拦
在门外， 有时候说领导不在， 有
时候说领导在开会。 终于在第七
次拜访这家企业的时候， 霍宏旗
不仅见到了领导， 还享受到了领
导给热情倒水喝的待遇。 “那位
负责人说被我们的执着感动了，
认为我们的心比较诚。”

霍宏旗赶忙趁热打铁， 讲解
企业建立工会的好处， 以及能够
给职工带来的医疗保险二次报销
的益处。 这位负责人听完被吸引
了， 当即决定成立工会。

“ 2012年 建 会 很 费 劲 ， 到
2013年就慢慢地顺利点了。” 说
起这几年工会组织号召力的变
化， 霍宏旗深有感触。 “最初一
个大厦里边没有几个企业建会
的， 后来发展到一半以上的企业
建会了 。 每年送清凉 、 送服务
等， 职工和企业受益了。 大厦内
部的企业也是互相交流的， 没建

会的企业也在看着。”
随着工作获得越来越多的认

可， 霍宏旗说很多人开口不再问
他 “工会是什么 ” 了 ， 而是问
“你们最近又搞什么活动了 ？”、
“我们也想加入工会， 怎么办手
续？”

“工作从要我建会， 变成了
我要建会。” 然而， 霍宏旗的收
获还不仅于此。 “朋友多了， 变
得乐观健谈了。 工会还给我带来
了好多乐趣 ， 当职工享受的时
候， 我也为他们高兴， 也为我的
付出感到自豪。”

■首都工会人

七次拜访敲开这家民企的“门”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记朝阳区劲松街道总工会干事霍宏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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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用法律为失足少年成长护航

她 ， 中等身材 ， 一头短发 ，
眉宇间闪现睿智， 举止中透着干
练； 十二年前， 她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 ， 迈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
门， 加入到了法官队伍的行列；
斗转星移、 寒来暑往， 她从法官
助理、 助理审判员、 审判员， 一
路踏着坚实的脚步前行； 勤奋好
学、 刻苦钻研， 虚心向老同志请
教， 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 使
她逐渐成长为北京市法院系统人
才库政法尖兵人才。 她就是石景
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审判庭庭长李婧。

曾经的失足少年变
成当今好学生

对未成年案件， “功夫在庭
外 ” 始终是李婧办案的第一守
则。 她认为， 少年法官的工作是
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保护、 挽
救未成年人。

2011年的一个傍晚， 某职高
学生小欣 （化名） 纠集多人持械
斗殴， 酿成7名学生受伤的严重
后果。 李婧在庭前调查中， 多次
前往看守所、 社区、 学校做其家
长的工作， 使之自愿高额赔偿，
以表达对被害人的歉意。 同时，
从法理和情理上说服、 安抚被害
人和家长。 原、 被告都为李婧法
官的真诚感动， 知道她是真心为
他们解决问题的， 反复沟通后双
方达成了和解。

每个孩子心中都会有某个感
化点。 李婧特意在开庭前安排了
一次亲情会见和一次心理疏导，
用事实告诉小欣： 包括他的亲人
和社会， 都不会放弃像他这样犯
了错的人， 同时， 希望他能吸取
教训， 一切从头开始。

事后， 小欣抹着眼泪说， 自
己因为父母离异 、 学习成绩不
好， 一直很自卑， 以致做出这么
冲动的错事。 现在， 他深深体会
到： 能坐在教室里读书， 是那么
幸福的事！

由于做了大量细致、 深入的
工作， 这个矛盾异常激烈的案件

的判决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7名
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 法院也依
法对小欣减轻处罚并且适用了缓
刑。 与此同时， 李婧多次到学校
协调， 为小欣争取到了继续学业
的机会。 当她把复学通知书交给
小欣时， 小欣的妈妈激动地拉住

她的手哽咽着说： “您让我儿子
重新上学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

为有利于小欣这样的未成年
人成长， 法院依法对他们的犯罪
记录予以封存， 使他们在将来升
学、 就业的时候不会受到曾经犯

罪这个标签的影响。 去年， 小欣
顺利渡过缓刑考验期， 他的妈妈
专程来到石景山法院， 并带来了
小欣荣获的 “三好学生”、 “优
秀班干部” 等奖状。 她高兴地告
诉李婧， 小欣不仅顺利地完成了
学业， 还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
并已经正式签约入职了。

这一系列成效 ， 让李婧在
2012年专门以少年法庭审判经验
为题在全市进行了交流， 她所在
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被市
高级法院列为全市观摩庭， 其所
办案件也成功入选最高法院精选
的全国98起未成年人审判典型案
例。

创帮教基地为未成
年人 “青春护航”

亡羊补牢莫若防患未然。 为
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 李婧带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审判庭成员， 通过印制 《成长路
上法律护航》 法治宣传册、 录制
法治教学视频、 送法进学校进社
区， 指导学生开展模拟法庭、 举
办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特色法治
教育活动，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
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辖区直接受
众学生和家长达万余人。

谈起首创 “青春护航” 基地
这件事， 李婧深有感触。 作为发
起者和建立者 ， 团区委 、 检察
院、 司法局、 教委和法院共同见
证了它的诞生和成长 。 一年多
来， “青春护航” 帮教基地成为
未成年人的 “好老师”， 涉诉未
成年人在这里学习和成长， 最终
又成功回归社会。 同时， 它也成
了法院的 “好伙伴”， 助力法院
履行 “教育、 帮助、 挽救” 的职
责。

“青春护航” 帮教基地还是
社会的 “好帮手”， 增强了未成
年人的社会责任， 促使未成年人
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它还改
变了以往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
为单一的帮教模式， 综合解决了
其就学就业问题。 如今， 石景山

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
庭， 成了名副其实的 “北京市中
小学社会大课堂”。

李婧说 ， 法庭教育是让其
“知”， 而帮教基地是使其 “行”，
知行合一， 才是帮助失足未成年
人的最好方式。 在李婧带领下，
石景山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
审判庭被共青团中央、 中央综治
办、 最高人民法院等12家部委命
名为 “全国青少年维权岗”， 被
授予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先进集体”、 2015年又被授予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让群众在案件中感
受公平正义

李婧在办案时时刻牢记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她知道， 对当事
人来说 ， 也许一生就打一次官
司 ， 再小的案子都是大事 。 因
此， 只要是职责所在、 只要是能
力所及 ， 她都要求自己尽力办
好，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李婧先后在 《北京审判 》 、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等期刊发
表调研报告、 案例分析多篇。 所
撰写的调研报告被 《北京政法内
参 》 、 《北京法院决策参考 》 、
《北京审判》 多家刊物登载， 李
婧撰写的 《游走于规范和现实之
间： 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 获
得了北京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2011年度年会的二等奖， 当选为
北京市女法官协会理事， 2014年
被评为 “石景山区先进科技、 管
理、 高技能人才”。

开庭审案挑灯夜战， 撰写文
案放弃周末 ， 心理疏导倾情关
爱， 送书暖心走进高墙……辛勤
耕耘十余载， 李婧终于换得硕果
满园香。 今年， 她的胸前挂上了
北京市劳动模范的金色奖章。

荣誉面前 ， 李婧表示 ， 作
为一名人民法官， 她将继续兢兢
业业办好每一起案件， 公平公正
处理好每一起纠纷， 用法律维护
每一名公民的尊严和权益。

———记北京市劳模、石景山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