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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孔祥凤 文/摄
奖章背后的故事

一切为了孩子的女法官
———记房山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庭长马绍辉

幸福晚年生活 离不开一口好牙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目

光开始从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转向了
健康保障的层面。其中牙缺失问题成
为老年朋友关注的新问题。部分老人
表示，牙齿缺失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
生活和健康。 另一方面，医学工作者
也表示，养老物质保障很重要，但生
活质量也需要提高。 对于体质较弱，
更需要食物营养补充的中老年来说，
拥有一口健康好牙相当重要。

牙齿是“老”掉的？

很多人认为老人掉牙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那么老掉牙真的是必然的
吗？老年学认为，人在 60 岁以后就真
正步入老年期。人的各种生理机能便
逐渐衰退，出现两鬓斑白、耳聋眼花、
腰酸背痛、抵抗力下降这是生命的必
然过程，但引起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
却是口腔疾病。 口腔医生告诉我们，
如果平时不注意口腔卫生，口腔内的
细菌得不到彻底的清洁，就很容易引

发蛀牙、牙周病等，最终导致患牙被
迫拔除，或者牙齿自动脱落。 所以即
便是中青年人，如果不注意保护和清
洁，牙齿同样也会脱落。

据了解，牙齿从牙列脱落后就称
之为“缺牙”。 从那一刻起，口腔立即
陷入亚健康状态。紧挨着缺牙空间的
两颗邻牙失去了密切相靠的“伙伴”。
若不及时采用缺牙修复的方式填补
这个空间，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这两
颗邻牙。 没有了依靠，它们会向空隙
位置倾倒， 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
样，前一颗倒了，后边的牙齿也陆续
倾倒。 其次“遭殃”的是对合牙齿，我
们知道牙齿都是上下成对生长，两颗
牙齿共同工作才能起到碾磨食物的
功能，如果牙齿缺失，相对的牙齿也
就失去了功能性。

另外，牙齿作为人体消化系统第
一关口，一旦缺失，会引发诸多健康
隐患。 缺牙后咀嚼效率降低甚至丧
失， 未嚼碎的食物加重消化系统负
担； 牙齿还和面部轮廓有很大的关

系， 缺牙后面部失去支撑而塌陷，皱
纹增多，倍显老态。 此外咀嚼运动减
少，直接影响脑细胞活力，诱发记忆
力衰退。 因此，国际卫生组织提倡缺
牙后要及时修复。

缺牙特烦恼
修复当趁早

牙齿缺失后应该及时修复，那么
修复失牙有哪几种方式， 该如何选
择？ 目前，修复缺失牙的方法包括活
动假牙、烤瓷牙和种植牙三种。 缺牙
市民需要根据自身的口腔条件、身体
状况、修复需求来选择合适的修复方
式。 传统修复方式总是力有不逮：活
动假牙依靠挂钩吸附在口腔粘膜或
剩余邻牙上获取承受力，明晃晃的金
属挂钩影响美观，而且因为固位力不
强，活动假牙咀嚼功能比较有限。 烤
瓷牙虽然相对美观， 但它没有牙根，
只能依靠磨小的两侧邻牙做桩，制作
连桥修复，咀嚼力稍强，但很多缺牙
患者并不舍得磨小自己的好牙，所以

烤瓷牙终究还是难以达到缺牙患者
“健康、好用”的镶牙基本需求。

养好“牙”种植牙融合度更高

近年来， 随着牙科技术的发展，
缺牙无牙老人可通过种植牙技术恢
复咀嚼功能， 摆脱 “食不知味” 的
痛苦。 种植牙将与人体相容性好的
纯钛 “人工牙根 ” 植入牙槽骨中 ，
等人工牙根与牙槽骨紧密结合后 ，
再于人工牙根上完成牙冠修复。 种
植牙因其不损伤邻牙 ， 安全稳固 、
美观舒适等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缺牙
患者青睐。 但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
所有的牙齿缺失都适合进行种植牙，
医生必须与患者当面进行细心的诊
断， 综合考虑患者的缺牙位置、 牙
槽骨条件及身体健康状况等， 决定
其是否适合种植牙。

缺牙修复新趋势
如何种植有讲究

种植牙是一项精密的口腔修复

学科，细微的差距都会对种植牙的使
用寿命和使用效果造成严重影响。因
此它对种植设备、技术、医生的要求
都非常高。缺牙市民在选择种植时需
要全方面考虑。

首先，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
科医生，医院正规、技术力量强、种植
设备先进； 医生经过正规学习和训
练，具有丰富经验。

其次，选择植入哪个品牌的植体
也非常重要，一定要选择有国家认证
的品牌植体。 另外，在进行种植前需
要和医生进行认真的沟通，并且很好
的与医生配合。

第三，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
择合适的种植系统。 缺牙者在进行
选择时一定要谨慎， 尤其是一些缺
失多颗牙、 牙槽骨条件一般的中老
年人， 更应选择实力雄厚的大型医
疗机构和临床经验丰富的种植牙医
生， 根据医生的专业建议进行比较
和选择。

文：赵嘉亮

共产党员马绍辉1996年到房
山法院工作， 先后在房山法院办
公室、 刑事审判第一庭、 未成年
人审判庭工作， 现任房山法院未
成年人审判庭庭长， 分别荣获市
“关心未成年人先进个人”、 市高
院 “少年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 等荣誉称号。

三个母亲
拯救一个孩子

2009年的一个晚上， 学生小
刘在外面和同学喝了些啤酒， 回
到宿舍管理办公室， 因为洗脸盆
洗脸却与宿舍管理员武老师发生
了争执， 结果小刘一怒之下， 用
弹簧刀将武老师胸部扎伤后， 跑
出学校。 几个小时后， 小刘的酒
全醒了， 回到学校向正在调查的
民警投案自首。

拿到卷宗， 马绍辉对小刘可
以说是深恶痛绝， 这孩子怎么能
这样， 居然敢把宿舍管理老师扎
伤。 可见到小刘母亲的时候， 她
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这
个中年妇女哭诉着说： “这孩子
很小就没有爸爸， 我常年在外打
工， 孩子从小就跟着种地的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 性格很内向。 我
一直想让他多读点书， 可他成绩
不好， 我就花钱让他在北京读个
技校， 没想到， 出了这个事， 我
就这一个儿子， 他要进去了， 我

下半辈子没法过了！”
马绍辉在和小刘母亲谈到赔

偿对方损失以求得对方谅解或许
能判得轻一点时， 小刘母亲蹙着
眉， 说回家尽量凑钱。 开庭时，
小刘对于指控全部承认。 马法官
想 ， 这样的孩子 ， 如果一进高
墙， 可能就毁了。

经过多次电话调解和走访 ，
马绍辉告诉武老师和他母亲小刘

的身世及家庭情况， 得知这点赔
偿款都是小刘家亲属倾其所有并
挨家挨户筹借时， 武老师的母亲
很同情这个单亲孩子， 最终母子
俩对小刘表示了谅解。 看到这两
个善良的母亲坐到一起冰释前
嫌， 马绍辉的心终于放下了。 庭
审后， 马绍辉法官还为小刘聘
请 了 一 位 心 理 咨 询 师 对 他 进
行 心 理 疏 导 。 心 理 咨 询 师 告
诉 她 ， 小 刘 因 为 家 庭 不 好 经
常 被 同 学 笑 话 ， 他 一 直 很 自
卑 ， 发 生这个犯罪跟他心里有
直接关系。 最终， 法庭依法以故
意伤害罪， 判处小刘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二年。

听到被判缓刑， 小刘的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释然， 经过心理疏
导后， 他也显得更加阳光， 两个
母亲的手紧紧握住了小刘的手。
几天后， 两个母亲带着小刘给马
绍辉法官送来了一面 “和谐法庭
恩同再造” 的锦旗。

成立“泉计划”
帮助贫困孩子

今年3月1日， 房山法院未成
年人审判庭审理了一个悲情的案
件。 原告是一名被打成植物人的
14岁男孩， 家境极其贫困。 被告
人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 面对生
效的判决 ， 根本无法支付赔偿
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副院长
廖春迎及马绍辉带着庭里的干警

们专门带上慰问品和祝福去看望
这个躺在家中的少年， 并当场将
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男孩。 这
一举动感动了双方当事人， 被告
方表示将尽力赔偿部分钱款， 原
告的父母也感激涕零。

这支团队有一个甘甜的名
字———“泉计划”， “把甘泉融入
悲伤” 就是这个团队的口号。 他
们主要帮助房山区的寒门优秀学
子 ， 资助他们 完 成 学 业 。 为
此 ， 该 团 队 积 极 筹 措 资 金 ，
为七名学子提供长期帮助。 另
外， 还不定期送去学习用品、 米
面等必备物品， 并进行一对一的
功课辅导。

“7·21” 大暴雨时 ， 这支团
队一次平凡而普通的行动让一个
陷入困顿的家庭重新燃起了生活
的希望 。 男孩很小 ， 刚念三年
级， 爸爸没有工作， 妈妈又受伤
了， 他们的家就在灾区。 这个团
队了解到情况后， 立刻购买了衣
物、 米面等慰问品前去看望。 就
在那间没有窗户十平方米左右的
小房子里， 堂堂的妈妈因工伤截
肢躺在床上。 看到法院干警后，
她费力地撑着墙， 一点一点在地
往前挪。 看到这一情形， 这支坚
强的团队流下了柔柔的热泪。 回
院后， 他们迅速给这位妈妈送去
了新买的拐杖。

不久， 这位妈妈拄着新拐杖，
带着一面锦旗， 来到了法院。 她
感激地告诉法官， 因为法官的到

访， 单位给换了个更大的房屋，
还有了窗户， 生活一下了又亮堂
了。 得知这些， 马绍辉法官心里
十分欣慰。

开通微信“法之翼”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自2004年以来， 马绍辉一直
从事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
矫治帮教、 犯罪预防工作， 在她
的推动下， 房山法院未成年人审
判庭试行了分案起诉 、 限制公
开、 社会调查、 社区矫正进未审
庭、 心理疏导、 定期回访、 联合
社会优质资源帮扶困难学子七大
制度， 并与二十余所学校建立了
法制共建关系， 举办 “送法进校
园 ” 、 “我心中的房山法院 ” 、
“联合优质资源帮扶打工子弟
校”、 “法制校本课” 四大主题
活动， 使辖区学生、 家长和教师
普遍受益。 近10年来， 她凭借对
审判工作的热爱， 对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热情和执着， 赢得了当
事人的广泛好评， 得到了学校、
学生及其家长的一致赞许。

在马绍辉的提议下， 未成年
人审判庭还开通了 “法之翼” 微
信公众号， 致力于运用法院的司
法审判资源和特约教育、 心理专
家的专业优势， 帮助家长运用科
学的方法教育子女， 普及涉未成
年人案件法律知识， 呵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