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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于广丹
手托正义天平 书写法治人生

于广丹是北京市昌平区人民
法院的法官， 主审刑事案件曾荣
获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模范法
官” 等荣誉称号， 多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 嘉奖。 曾经风光一时的
贷款诈骗犯、 一念之差盗取同学
财物的大学生……他们都是于广
丹面前的被告人， 每一个人的人
生都在她的笔下改写， 是有罪还
是无罪， 是实刑还是缓刑， 是三
年还是五年， 是十年还是十二年
……于广丹的脑子里要给每一个
人的行为进行衡量， 并给每个行
为适当的惩罚， 就像手里托着一
个天平 ， 将罪与刑放置天平两
端， 罪刑相当则能体现正义， 如
有所偏差， 天平将瞬间倾覆。

老板骗贷400多万元

记者见到于广丹时， 她刚刚
开完庭， 正埋头于办公桌上成堆
的案卷中工作。 见到记者， 她一
边麻利地收拾着办公桌， 一边不
好意思地说： “现在手里有20多
个案子， 案卷堆得有点乱， 实在
没有时间整理。”

昌平法院的工作人员介绍 ，
从2013年参加工作， 于广丹共审
结刑事案件1200余件， 曾经一年
审结案件400余起，是名副其实的
“劳模”。她的爱人在丰台区工作，
俩人在北京市的一北一南， 长期
在同一个城市上演 “双城记”，过
周末夫妻的生活。 同事们在一旁
七嘴八舌地介绍她的生活， 而于
广丹却只谈了她的当事人。

让于广丹印象最深的是 “土
豪” 李金 （化名）。 李金一案最
大的特点是 ， 控辩双方讨论激
烈， 罪与非罪的争论大。

李金曾经经营着一家不错的
运输企业， 据他的兄弟说， 企业
鼎盛时期每个月账目上都有百余
万元进项， 1999年一年的毛收入
达到八九百万元， 兄弟姐妹、 七
姑八姨都在企业帮忙。 但李金做
生意的钱大都来源于贷款。 公安
机关的调查显示， 李金1993年开

始从信用合作社贷款， 一边贷款
一边用新贷还旧贷。

因为贷款需要担保， 李金找
到昌平某经济合作社替他担保。
到了1998年， 经济合作社开始拒
绝为李金的公司提供担保。 为了
获取贷款， 他模仿经济合作社负
责人付某的签名， 私刻合作社的
公章， 提供了虚假的担保材料，
前后得到四五百万元的贷款。 由
于贷款偿还不上， 发放贷款的单
位将李金和担保单位经济合作社
告到北京某法院。 李金为继续隐
瞒虚假担保的事情， 煞费一番苦
心， 居然通过伪造各种手续， 让
自己的员工冒充经济合作社的代
理人参加诉讼……终于东窗事
发。 2016年， 李金因涉嫌贷款诈

骗被抓， 被捕时还有400多万元
的贷款没有偿还。

无罪与有罪的较量

于广丹在庭前调查时见到了
李金。 那时李金已经年过五旬，
曾经的风光已成往事， 案发前他
的财产已经相继被查封拍卖， 妻
子与他离婚， 企业在2012年已经
注销。 为尽量退赔涉案款项， 其
兄弟姐妹等亲属想尽办法， 凑了
11万元送到法院。

李金承认自己虚构担保材
料， 虚假诉讼， 但不认罪。 “我
觉得自己还不算贷款诈骗， 贷款
是为了公司经营， 后来经营不善
公司倒闭了 。 我没有故意不还

钱。” 李金的辩护律师也对于广
丹说案子要做无罪辩护， “证据
还不能证明他有贷款诈骗的故
意 ， 顶多能证明他有意骗取贷
款， 构成骗取贷款罪。 不过， 现
在骗取贷款的行为已经超过刑事
追诉期。”

熬夜对账查真相定罪

于广丹面对着堆成小山一样
的数十本案卷， 撸起袖子———李
金拿到贷款后， 是用于个人挥霍
还是用于企业经营， 这是此案的
争议焦点， 也是李金罪与非罪的
关键， 于广丹打算弄清楚这些钱
最终的去向。

案卷中近万条李金公司账目
的流水账， 要想弄清楚每笔款项
的走向和用途， 谈何容易呢？ 于
广丹拿着尺子， 压着案卷中每一
笔账目仔细记录、 对账， 熬了好
几个晚上。 “看了几天， 发现他
们公司的账目一团乱， 个人消费
和公司经营用款都在一本账目
上。 大部分钱款只有转出， 但是
没有对手信息， 就是说根本查不
清钱去哪里。” 于广丹告诉记者，
她觉得自己走了一个死胡同。 没
有办法查询出钱款具体去向， 李
金实际控制的公司也有具体业
务， 是否能认定贷款诈骗罪成立
呢？ 于广丹的脑子疯狂地转着。

她发现李金大量的个人消费
记录———李金陆续买过奥迪、 奔
驰 、 凌志等车辆 ， 仅 1995年至
1999年前后买轿车花费约170万
元。 李金还在多地买过楼房， 花
费三四百万元。 这些钱都是从公
司的账目中支取， 与公司经营支
出混在一起。 其间， 银行曾向他
催缴还款。 证人说， 李金知道信
用社有续贷， 到期做个续贷将利
息还上， 就没把偿还本金放在心
上。 综合全案证据， 于广丹和合
议庭依然认定李金行为构成贷款
诈骗罪。

她在判决中写到： “被告人
先期为达贷款目的， 通过伪造印
章、 签名的方式制造虚假贷款担

保证明文件， 骗取银行贷款， 后
在贷款到期具备还贷能力时不履
行还款义务； 在资金使用上， 其
在经营期间财务混乱 ， 账目混
同， 个人随意支取， 大量资金去
向不明， 且在还贷期间又编造事
实， 转移还款责任； 后虽慑于司
法压力被迫进行部分还款， 但在
大量贷款尚未清偿时仍进行大额
个人消费， 并注销公司， 应认定
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最终， 李金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 李金提起上诉， 终审法
院认可一审判决，维持了原判。

挽救比惩罚更重要

然而， 于广丹并不是把每一
个人罪犯送进监狱后， 都有惩奸
除恶的快感，对有些被告人，挽救
比惩罚重要———比如大学生小夏
（化名）。 于广丹的抽屉里躺着一
封信，写信的人就是小夏。小夏在
拿到研究生复试通知不久， 因盗
窃被起诉到昌平法院。法庭上，小
夏有问必答，没有多余的话，斯文
得有点木讷。小夏说，他在宿舍丢
了钱，心理不平衡。 于是，他在学
校偷拿了几个同学包里的钱和平
板电脑，事后被查获。

面对天平的两端， 于广丹思
考了很多———一头， 小夏的行为
构成盗窃罪，不罚于法不公，于广
丹不能；另一头，难道一个年轻人
的锦绣前途就这样毁于一念之
差？ 于广丹不忍。 法不容情，考虑
到案发后，小夏积极赔偿损失，同
学们都对他表示谅解， 于广丹对
小夏判处罚金。 小夏研究生面试
通过之后给于广丹写了信， 虽然
不善言谈， 但满满两页信纸中他
感谢了于广丹聆听他的忏悔与不
安，给他鼓励，依法从轻处罚。 他
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 是公
检法主动伸出双手拉我一把，我
要抱着感恩的心完成学业， 报答
他们，报答社会。 ”

肩负着别人人生与社会的公
正， 于广丹用八个字来形容自己
的人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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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了说是献身祖国发展
建设， 往小了说是为了家里生活
条件变得更好， 但是大家小家没
有什么本质区别嘛。” 问到离家
在外工作的目的， 余凡憨厚地笑
了起来。

不高的个头， 稍显瘦弱的身
形 ， 黝黑的脸上满是岁月的痕
迹， 与人说话时， 憨厚的眼神变
得游离而紧张， 这是余凡给记者
的第一印象。一如他的名字，朴实
无华。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北
京的建筑施工行业里，他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 “明星” 建设者。

36岁的余凡， 是中建三局北
京公司CBD大项目部的一位农民
工， 现在北京市最高楼———中国
尊参与安全管理工作。中国尊、鸟
巢、央视新址、数字北京大厦等地
标性建筑，他都曾参与建设。

每天早上5点起床 ， 乘坐班

车从昌平出发前往CBD开始施工
作业 ， 安全教育 、 风险源的辨
识、 作业面的巡查、 数十处木枋
模板堆放点的消防管控……整整
18年， 他目睹着北京市日新月异
的快速发展， 也为北京的繁华默
默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与青春。

谈起余凡， 项目同事印象最
深的就是他的 “碎碎念”。 “你
知道吗， 消防三懂三会四个能力
……” “你知道吗， JGJ59-2011
……” 这是余凡经常念叨的各种
安全知识。 “刚开始时大家觉得
他在显摆， 还会哄笑他， 直到有
一次项目组织安全知识竞赛， 余
凡脱颖而出超过所有人一大截的
时候 ， 我们才知道他下的苦功
夫。” 工友林大福说。

原来， 余凡每天下班后都坚

持看两个小时的书， 笔记做了十
几本， 这些年， 他已经陆续拿下
了各项专业证书， 技能比武和专
业答题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我亲眼看着北京CBD从一
片平地变成高楼林立、 昌盛繁华
的国家名片。 我也是其中的一名
建设者， 很自豪。” 一谈到建设
经历， 余凡整个人都 “活” 了起
来。 的确， 108层的中国尊加上
地 下 室 ， 让 他 接 近 于 每 天 爬
两 趟 香山 ， 他有足够的理由来
自豪。

当记者问及参与中国尊的建
设相比其他工程有什么不同的时
候， 余凡没有再碎碎念， 他沉默
了一下， 腼腆地笑道： “高处不
胜寒嘛， 别人永远不会想象到北
京的夜色能有这么美。”

□本报记者 马超 /文 通讯员 刘晔 柯玉乾/摄

查安全每天相当于爬两次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