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精密部件制造部复合车工姚青芳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好的庭审应当让裁判结果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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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市二中院民一庭法官李俊晔

“姚师傅，今年的加工内容好
像以前做过， 我想借一下您的工
作笔记，查找一下用什么刀具。”

“笔记就在工具箱里 ， 随时
都可以看。”

在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精密部件制造部姚青芳那里有
一本类似 “武功秘籍 ” 的 “宝
典”， 车间的工人们遇到曾经制
造过的部件 ， 就一定能在 “宝
典” 里找到加工过程中的重要工
序， 用了什么刀具、 切削参数是
多少、 程序上、 刀具补偿值上要
进行哪些处理等等。

“我从学校毕业就来到了北
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到今
年已经15年了。” 姚青芳告诉记
者， 记得刚进厂的时候， 师傅就
对她说， “你凑合活儿， 活儿就
凑合你。” “话虽朴素， 但却十
分有道理， 十几年来我也正是用
这句话不断鞭策自己。”

工作中， 姚青芳是一个十分
严谨的人， 她知道，“如果编程时
凑合了， 就编不出最佳的刀具路
径；使用刀具时凑合了，该刃磨的
不刃磨，该更换刀片的不更换，试
切时一旦出现问题， 就要花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排除问题； 试切
时凑合了， 该调整的刀具刀偏不
进行调整， 该更改的切削三要素
不做调整，就会直接导致废品。”

把制造精品为己任的姚青
芳， 十分善于总结， 她把自己付
出的心血、 思考和成果都进行汇
总。 “根据加工对象的特点， 我
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不管零
件的复杂程度有多高， 加工过一
次以后程序就编制出来了。” 姚
青芳说， 因为下次再加工同一种

零件时可能是几个月以后了， 单
凭记忆根本记不清楚， 工作笔记
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 每一次首件加工过程
中那些重要工序，用了什么刀具、
切削参数是多少、程序上、刀具补
偿值上要进行哪些处理， 有时甚
至用了哪些夹具、 刀具装夹长度

等，姚青芳都会做出完整的记录。
据统计， 工作至今， 姚青芳

已经积累了三本工作笔记。 每次
零件加工前， 她都会拿出笔记翻
一翻， 提醒自己， 就能有效的避
免犯首次加工时的错误， 二是提
高工作效率， 绝不把时间花在已
经解决过的问题上， 做无谓的重
复劳动。

“LCR-270油缸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该零件上有几十个相
交孔，编程时工艺、工序、切削参
数都要系统考虑。 尤其是刀具的
使用，机床刀位40个，而该零件的
加工就要用39把刀位， 刀具如何
排列、选择哪种刀柄、刀具装卡长
度、零件如何装夹等，稍有不慎就
会造成干涉。”姚青芳说，“这就需
要我们在工作中倍加细心， 认真
记录下每个细节。 在保证零件质
量的前提下， 逐渐提高效率。”目
前， 该件加工已由最初首件的三
天，提高到了目前的1天。

工作成果， 姚青芳从不一个

人独享 ， 而是拿出来与大家分
享。 所有用同样机床加工同样的
零件， 无论是徒弟还是同事， 都
会使用她的调刀单。 现在， 姚青
芳的调刀单已陆续输入电脑、 建
立公共平台、 逐渐成为了大家的
公共财富。 “我希望在我的影响
下， 把这种工作方式进行推广并
能共享 ， 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
围。” 姚青芳认为， 这就是企业
的文化 ， 她愿意把文化传承下
去， 更愿意在这个集体里互相帮
助互相成长。

在2015年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北京法院第三届司法业务技
能比赛中，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民一庭法官李俊晔经过庭审
全程视频再现、裁判文书、案例分
析、 学术论文四个比赛项目的角
逐， 最终名列民事审判业务30名
标兵中的第一位。

让当事人双方都满意

2008年， 李俊晔进入市二中
院， 他办案严谨细致， 彰显为民
情怀， 收到过许多当事人送来的
锦旗和感谢信。

一次， 李俊晔审理了一起农
村家庭内部的房屋及院落所有权
纠纷案。 因诉争房屋先后经过多
次建设、 翻修， 居住使用人也前
后发生过变动， 且农村房屋没有
产权证无法直接确定房屋面积大
小。 李俊晔联系双方当事人， 准
备到现场勘验询问。 不料到了预
定的时间 ， 北京突然下起了大
雪， 但李俊晔依然冒雪前往。

当时诉争房屋所在的村子正
在拆迁， 原有的街道已被断墙碎
瓦阻断。 踩着砖头瓦块， 冒着寒
风飞雪， 李俊晔和书记员拿着尺
子开始测量， 保证了案件事实的
真实准确。 案件审结后， 当事人
送来了锦旗。

对于法官来说，判案并不难，
而难的是案结事了， 让当事人双
方都满意。为了达到案结事了、化
解矛盾的最终目的，办案中，李俊
晔不怕费时间、费精力，为双方当
事人着想，成功调解了许多案件，
受到当事人的好评。

真情调解弥合婚姻裂痕

李俊晔曾审理过一起妻子告
丈夫私卖房屋无效案， 一审中，
法院判决妻子败诉， 妻子不服，

提出上诉。
法庭上， 这位妻子说， 丈夫

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 将夫妻
共有财产一处房产卖给李某， 现
请求法院判决无效。 该案经合议
庭合议后， 合议庭认为一审判决
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维持原判没
有问题， 不过会引发新的如下问
题： 因为目前房屋尚未过户， 买
主李某尽管给了钱， 但也不能入
住， 维持原判这位妻子肯定还会

申诉， 李某什么时候能入住还是
未知数； 维持原判一定会加深这
位妻子与丈夫的矛盾， 弄不好会
导致家庭破裂。 为防止以上两种
恶果的出现， 李俊晔开始了细致
耐心的调解工作。 经几次与双方
当事人交谈， 李俊晔了解到， 这
对夫妻之间虽然出现了尖锐的矛
盾和很深的误解 ， 但都不想离
婚， 起诉原因是因为房子卖便宜
了； 而买房人李某现在也着急，

因为刚结婚有了温暖的家， 谁料
花了钱买了房， 却住不进去。

了解到双方的想法后， 李俊
晔开始做这位妻子的工作， 同时
告诉买房人李某， 如果适当增加
些房款， 不仅有利于顺利地进行
房屋过户， 而且住在诉争房屋也
可以高枕无忧， 顺便也可以有效
弥合原告的婚姻裂痕 ， 善莫大
焉，何乐不为呢？最终，在李俊晔
言辞真切的感染下， 双方同意调
解，买房人增加了一些房款，顺利
入住并过了户； 这位妻子撤回上
诉，继续过着美好的婚姻生活。

探索出三段式民事审判

李俊晔非常勤奋， 不但所审
结的案件数量与质量， 多年在法
院名列前茅， 还经常挑灯夜战，
博览群书， 在多年的民事审判实
践中发掘素材， 勤于思考， 发现
问题， 善于总结， 取得了丰硕的
学术成果。 他曾主编了 《侵权责
任法审判前沿问题与案例指导》
一书， 翻译了 《法律的道路》 一
书， 专著 《不动产财产权利价值
论》 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
作出版资助， 申报课题 “传媒与
司法实证研究” 获得北京市委组
织部、 北京市委政法委2015年度
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 他撰
写的学术论文 “民事二审裁判方
式的缺陷与重构———从不完全归
纳向类型化演绎转型” 获全国法
院系统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一
等奖、 北京市特等奖。 在最高人
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做博
士后研究， 兼职北京市民商法学
研究会理事、 副秘书长。

在法律道路的成长过程中 ，
李俊晔同志坚持以 “实践求索，
学以致用” 的学者型法官为职业
发展定位， 在审判工作中善于思
考。 通过多年的办案， 以及与当

事人 、 律师打交道 ， 李俊晔发
现， 民事审判实践中有三对基本
矛盾， 即实践主体上经验与逻辑
的矛盾、 实践客体上法律与事实
的矛盾、 实践内容上庭审与裁判
的矛盾。 庭审需要正确的方法指
引， 如果仅仅是跟着当事人的思
路走， 有时会在庭审调查阶段耗
费大量时间核查与案件无必然联
系的问题。 这样的庭审结束后，
法官在写判决时就可能犯难， 发
现很多事实还不清楚。 为了解决
庭审与判决两张皮的难题， 挖掘
“让审理者裁判 ” 的深层要求 ，
李俊晔探索出了庭审、 裁判一体
化的民事审判方法， 即 “审+判
一体化的法律思维———三段式民
事审判方法实践”， 明确了庭审
三阶段、 裁判文书三部分中分别
以确定大前提、 查明小前提、 推
理结论为核心任务， 研究了每一
阶段部分的操作方法 ， 贴近实
践、 简明好用。

李俊晔说， 庭审不应当让当
事人拿到判决书时感到大吃一
惊。 一个好的庭审， 应当让裁判
结果呼之欲出。 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 法官不能仅仅拘泥于当事人
诉请的字面意思， 应当弄清双方
当事人真实意图， 引导当事人选
择正确的请求权基础和抗辩基础
作为维权路径， 在正确的法律路
径基础上查清要件实事； 在庭审
过程中， 法官是法律信息的优势
方 ， 当事人是事实信息的优势
方， 法官要与当事人进行充分的
意见互动， 解决信息不对称， 在
信息的交流融合中实现眼光在法
律与事实之间返还流转。 这样的
庭审可避免因审理思路偏差和信
息不对称造成案件留有未明之
事、 当事人留有未尽之言， 从而
使得当事人对这起案件的输赢有
大概的预期； 裁判结果作出后，
赢得清清楚楚， 输得明明白白。

自制“工作宝典”无私分享给工友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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