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要是没什么问 题 ， 就 按
电话里说好的等原告来了您就
按判决书执行。 你们都住一个村
又是邻居， 应该相互以邻为善、
以邻为伴、 和平相处。”

“您放心 ， 我肯定按判决
办。 侯法官您过来看看， 我绝对
配合。”

这只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执行法官
侯峰在执行过程中最简单的沟通
工作。 去年一年她执结了５４３件
案子， 谁也算不清楚每个案件完
结的背后她来回在双方之间说了
多少话， 做了多少沟通工作，

解决邻居间纠纷案

在顺义区杨镇大三渠村， 侯
峰和村干部， 一同来到被告家。
经过前期工作， 被告愿意让步执
行和解。

这是一起因两家盖房引发的
相邻关系纠纷案。 原告与被告是
邻居， 以前两家房离得远相安无
事。 后来因盖房， 被告的东院墙
与原告的棚子西墙， 之间仅有宽
一米多的过道供两家下雨流水。
因原告院子的地面比过道低， 而
被告在过道上放了两块大石头和
一些瓦片， 原告认为这样一来下
雨会积水， 势必会对家里的棚子
西墙有影响。

就为了这点儿事， 双方还打
起了官司， 经法院判决后要求被
告挪开石头和瓦片， 侯峰法官前
来执行。

在侯峰和村干部的监督、 见
证下， 两块大石头和瓦片很快按
判决书清除完毕， 原告对此表示
满意。

期间， 侯峰还见缝插针为原
告 、 被告说和 ， 双方都心平气
和。 临出门时已近中午， 连被告
都说要请侯峰吃饭， 被侯峰笑着
婉言谢绝。

提前探访执行现场

同一天下午， 侯峰马不停蹄
来到顺义李桥镇一户人家， 见到
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的执行申请
人———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 老
爷子指着快要塌了的几间老房子
对侯法官哭诉， 院里的东西再不
搬走都没法修房。

“大爷您别着急。 我给被告
打电话了， 他过几天就从外地回
来， 一回来就把院里 、 屋 里 的
东 西 都 清 空 ， 不 会 耽 误您修
房。 要是他回来后还不搬东西，

您就找吊车、 汽车把东西运走，
钱他出。 搬东西时， 我会找人把
大门打开， 您放心吧。” 侯峰说。

原来， 那几间快塌的老房子
在老爷子名下， 而屋里和院里的
东西， 都是被告的。 老爷子申请
执行但对方一拖再拖， 一旦到了
雨季就会影响他修房。 “我今天
提前来看现场， 就是看看到底有
多少东西要清除干净， 一旦被告
不执行， 我要知道需要什么样的
吊车和汽车， 能一下清理干净，
不看， 心里没底。” 侯峰说。

一天下来， 两次出行， 侯峰
坦言已经算是轻松。 可谁能想象

到侯峰作为顺义法院执行局一名
的女执行法官， 却连续四年夺得
顺义法院执行局 “结案状元 ”，
其中2016年执结543件。

执行善用执行和解

以法律硕士从中国政法大学
毕业后， 侯峰在2009年7月进入
顺义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 工作
中， 侯峰始终坚持善意执行、 文
明执行的执行理念， 形成了慎用
强制措施、 善用执行和解的执行
风格。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 侯峰
接到一申请执行人的电话， 说发
现了一名隐匿多年、 欠债不还的
被执行人就在家中。 放下电话，
侯峰连夜带队赶往被执行人家中
并成功控制被执行人。 当时申请
执行人情绪激烈， 要求拘留被执
行人， 被执行人则极为恼怒， 表
示无钱履行义务。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 侯峰当
时完全可以依法将被执行人拘
留， 这样既不费事， 也让申请人
挑不出毛病。 至于已经拘留的被
执行人， 他还不还钱， 与法官无
关， 可侯峰没有这样做。 “拘留
对于少数有能力还钱的 ‘老赖’
有效， 但如果这位被执行人真的
没有偿还能力 ， 拘留就没有意
义。” 侯峰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 ， 侯峰立即隔离开双
方 ， 和被执行人进行了单独谈
话， 结果发现被执行人的家庭确
实面临许多现实困难， 无法一次
性全部偿还欠款。 在稳定住双方
情绪后， 侯峰将双方叫到一起主
持和解。 在她的努力下， 双方达
成了每月还一定数额金钱的执行
和解协议。 而等到双方签字时，
天已大亮。

“侯法官这样做不仅解决了
我们的债务问题， 也让我们之间
的关系改进了。” 申请执行人说。

为21名员工讨薪170万
2016年， 侯峰承办了21名员

工申请执行北京某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一案， 执行标的为工资、
赔偿金等款项共计近170万。
21名员工部分为进京务工人员，
此笔执行款多为其家庭主要经济
来源， 都希望法官能尽快执结。
侯峰接手此案后， 却发现被执行
人已停产多年， 名下无可供执行
财产， 同时因联系不到被执行的
法定代表人， 案件陷入僵局。

员工着急要钱， 有时晚上还
给侯法官打电话询问进程， 而每
次侯峰都耐心回答。他们不知道，
侯峰刚三岁的孩子， 有时刚睡着
就被电话铃声吵醒， 哭着叫 “妈
妈”。 侯峰便让爱人照看好孩子，
自己跑到客厅接电话， 并叮嘱农
民工一定要相信法院， 不要采取
非正当手段讨工钱。

为了 21名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始终不放弃执行的侯峰不断
打电话、发短信联系被执行人。终
于等到被执行人打来电话。 侯峰
开始耐心细致做好法律政策解
释、说服教育等工作。 终于，被执
行人承诺分3个月将案款打入案
款账户。看到希望的侯峰，还主动
和申请人联系， 希望他们理解被
执行人存在的困难， 给被执行人
筹措款项的时间，终于，双方达成
执行和解，案款也全部执结到位。
最后， 申请执行人给侯峰送来两
封感谢信和四面锦旗， 被执行人
也在执行过程中多次对侯峰帮其
走出债务困境表示感谢。

一件件案子的完结， 让侯峰
多次受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顺义区人民法院嘉奖， 先后获得
“优 秀 公 务 员 ” “执 行 能 手 ”
“年度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
党员” 等十多项荣誉称号， 收到
当事人赠送锦旗近20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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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执行法官侯峰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

1.3万慢病患者的健康守护者

□实习记者 唐诗 文/摄

———记右安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管理科主治医师李颖

慢病管理科主治医师李颖，
2004年来到右安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 至今快有13年。 十余
年的行医经历， 用李颖本人的话
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就是一天天做好看病救人的普通
工作。 而就在这一日又一日的工
作中， 有了一位位认准李颖医师
的忠实患者。

“由于要负责所在科室的管
理工作， 所以每天门诊的病人大
约有30至40人。” 李颖医师向记
者说道， “作为医生， 是离不开
临床工作的， 这也是我心里最能
感觉到成就感的地方。”

李颖记得一对80多岁的老夫
妇第一次来看病， 大爷当时说自
己的肺呼吸音低， 李颖让他去拍
片子， 及时发现了他胸腔积液的
问题 。 当老夫妻第二次来看病
时， 大爷偶然说到了最近便秘，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颖知道老

年人和年轻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推断老人可能会有肠梗阻的表
现。 拍完片子做完检查， 结果确
诊了老人确实患有肠梗阻。 两次
的诊治让患者及时知晓了身体存
在的问题， 老夫妻自此也十分信
任她。

一个月前， 同样是80多岁患
有糖尿病的许大娘， 由于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没有坚持用药， 到右
安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复查时，
才发现血糖指数偏高。 李颖根据
许大娘身体情况为其加上药之
后， 让老人的血糖指标慢慢恢复
了正常。

许大娘的老伴儿也患有糖尿
病 ， 可多年来他却习惯于只吃
药， 不做检查。 信任李颖的许大
娘， 开始劝说老伴儿来医院做检
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 大爷的血
糖指标正常， 但却发现了防癌指
标偏高。 “所以， 在工作中， 需

要对没有规律检查意识的患者进
行说服，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
对老年人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和
耐心， 还要拿数据让他们认识到
重要性。” 李颖说。

“其实， 在慢病管理中， 健
康教育和复查是很重要的两个方
面 。 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健康教
育， 但有很多老年人一是觉得麻
烦， 二是有逃避心理， 所以不重
视复查。” 李颖介绍， 右安门地
区人口数量大， 慢病管理科来就
诊的有一半以上的是老年人， 所
以对老年人的慢病管理是很重要
的工作之一， 因此还特意设置了
老年人慢病管理中心。

“首次就诊的病人建档后，
就诊时我会告知患者要做血常
规 、 尿常规 、 心电图这三项检
查， 有了报告单才能进一步看病
治疗， 以此来限制患者忽略诊疗
只拿药的情况。” 李颖告诉记者，

在去年开展的免费查血糖的活动
中， 光测试试纸就一共发放了1
万多条。

“公共卫生服务要有有效的
措施和管理才能切实推动和有效
进行。 目前， 针对老年人以及慢
病患者的慢病管理人数已有1.3
万多， 下一步可能会针对健康人
群和高危人群来完善管理。” 李
颖表示。

李颖的科室有七八名医护人
员， 工作强度大， 压力也存在。
慢病管理科的管理， 除了包括对
本科的医护人员， 还需要对院里
相关科室的人员进行管理， 来使
团队高效率运转， 所以加班是经
常会有的情况， 有时即使下了班
也要在家里整理工作数据。 “希
望能扩大自己的团队。 同时， 也
希望今后可以有志愿者能参与到
一些机械性的工作中。” 李颖谈
到管理工作的方向时说。

执行“状元”１年执结案件54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