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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法官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文 记者 彭程/摄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小周， 把送给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材料准备
好， 咱们马上就出发。”

2016年12月27日， 早上8点， 李亚丽和法官
助理周蕊准备到房山区长阳镇公议庄村为被告送
达诉讼材料，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传票”。

“给住在乡村的当事人送达时， 我们俩每次
都要提前出发， 很多被告的信息不明确， 而且住
址位置比较分散， 要找到当事人很不容易。” 李
亚丽笑着说。

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 记者跟随李亚丽和法
官助理周蕊来到原被告双方所在的村委会。

这是一起因伐树导致的民事纠纷案， 被告被
起诉擅自砍伐原告家种的树。 “当当当……有人
在家吗？” 李亚丽不停敲着被告家里的大门， 可
院里除了看家狗的叫声 ， 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
“只能等等了， 我们都习惯了， 有时候一等就是2
个小时”。

话正说着， 被告的妻子回来了。 “大妈， 您
好， 我们是房山法院的法官， 今天来……” 还没
等李亚丽的话说完， 被告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
来。 “你们干嘛来了？ 就那几棵树……反正我没
错！” “大妈， 您回来就好， 您看我们上门给您
送诉讼材料来了，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先消消
气， 签收传票不代表自己有错， 错与对， 法律会
根据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坐
下来好好谈”。 李亚丽的话让刚刚还在气头上的
被告平复了许多。 “走， 李法官， 进屋说， 大冷
天的让您在外等这么久。” 被告的妻子说。

经过李亚丽细致耐心的说服和讲解， 被告接
收了起诉书等诉讼材料并在送达回证上确认签
字。 原告接到通知也来到现场， 在双方当事人都
在的情况下， 李亚丽和法官助理周蕊开始详细勘
察现场， 为接下来的开庭审判做好准备工作， 耐
心地向双方当事人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时间到了中午， 没吃早饭的李亚丽和法官助
理周蕊简单地吃了几口干面包， 开始赶回长阳法
庭， 下午2点要开庭审理另一件民事纠纷。

2009年， 李亚丽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
业后被招录到房山法院， 成为了一名人民法官。
2014年7月， 她被选派到作为司法改革试点庭室
的长阳法庭工作。 长阳法庭庭长王保新介绍说：
“在当年的试点工作中， 李亚丽协助审判长办理
案件四百余件， 2016年， 她审理了900多件案子，
接待当事人1000余次 ， 别看她外表看上去弱弱
的， 她可是我们长阳法庭名副其实的铁娘子。”

早上8点， 李亚丽和周蕊从法院出发到辖区
送传票。

路上， 李亚丽在翻看材料。

找到被告人后， 李亚丽 （中） 和法官助理周蕊 （右） 向被告人了解纠纷情况。

到了被告人家了解完情况后， 李亚丽依照程序填写送达回证。

李亚丽前往两家有争议的空地。 不光是送诉讼材料， 李亚丽还要调解原告与被告的情绪， 心平气和才能解决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