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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女：疫情不退 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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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朱建建娜娜：：一一手手托托着着法法律律 一一手手托托着着真真情情

身为北京市回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的金玉女， 今年52岁， 在呼
吸科已经工作30余年。 由于丰富
的工作经验 ， 每次医疗救治任
务， 都有她的身影。

2020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 金玉女冲在救治患者的第
一线， 不畏艰险， 迎难而上， 承
担了西城区定点新冠肺炎救治医
院专家组组长及第三战队负责人
任务。 2021年初， 逐步展开的新
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中， 她又被
任命为回民医院新冠肺炎疫苗接
种救治组负责人， 继续工作在抗
疫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记得2020年初， 北京市回
民医院成为西城区新冠肺炎救治
定点医院， 作为呼吸科主任， 我
立刻取消了回去探望父母的车
票， 并带领呼吸科团队为开设传

染病区， 制定工作流程， 明确岗
位职责， 组织医护人员培训， 熟
悉工作流程， 为确保医务人员零
感染做好准备。” 金玉女告诉笔

者。
作为新冠肺炎救治医院专家

组组长， 金玉女为防止发生院内
感染， 全面参与定点医院病区改

造规划 ， 从收治第一例患者开
始， 她参与每个病人治疗方案的
制定与调整、 参与组织市 、 区、
院级专家会诊， 对每个病人病情
及进展都了然于胸， 同时根据国
家新冠肺炎诊治指南， 制定并及
时修订北京市回民医院新冠肺炎
诊治方案， 随着对疫情的深入了
解， 不断优化。

作为第三梯队隔离病房负责
人， 金玉女带领59名医护人员，
冲在救治患者的第一线， 负责两
个隔离病区的工作。 她每天评估
隔离区病人病情、 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情况、 严格把控患者出院标
准 ， 连续在抗疫一线作战40多
天 ， 顺利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
务。

面对医院全面复工复产， 金
玉女又承担起了内科系统门诊的
全面管理工作， 为了防控秋冬季

疫情反弹， 接管了疑似病房的筹
备工作， 迅速组建了一支 “若有
战， 召必回” 的医疗队伍。 在西
城区核酸采集任务中， 她常常带
领团队在室外不畏严寒地工作至
深夜。

2021年元旦前夕， 回民医院
承担了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 时间短， 任务急， 金玉
女实地考察， 为接种点准备救治
物资、 安排人员值班， 制定 “不
良反应救治流程”， 组织人员岗
前培训 ， 仅用一天时间完成了
“疫苗救治组” 的组建， 确保工
作顺利开展。

有人问： “金主任， 你们真
伟大， 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感人事
迹吧？” 她笑了笑说： “哪有什
么感人事迹，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
一名医生的平凡工作 。 疫情不
退， 决不收兵！”

从2008年走入法院至今， 12
载冬去春来， 她因热爱而甘于坚
守， 秉持公心， 收获民心； 12载
寒来暑往 ， 她因责任而勇于担
当， 勤勉钻研， 阔步向前。 笃定
的法槌声中 ， 她公正裁判 ， 解
“法结” 更解 “心结”； 她把天平
放在心里， 一手托着法律， 一手
托着真情 。 她就是全国优秀法
官、 顺义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朱建
娜。 在今年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会上， 最高法院对荣获 “全国优
秀法院 ” “全国优秀法官 ” 和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荣誉称号
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 朱建娜
荣获 “全国优秀法官” 称号。

做个零差错的好书记员

2008年， 朱建娜入职顺义法
院， 成为时任民三庭副庭长涂长
江的书记员。 记录庭审、 校对判
决、 送达文书……书记员承担着
诸多繁琐的工作。 她意识到这份
表面看起来简单、 实则不易的工
作， 恰恰是帮助她成为一名合格
法官的必经之路， 而且还直接影
响着案件审判的质效。

校对文书时， 朱建娜不追求
速度， 她习惯手握一支铅笔， 每
个短语一条斜杠， 划满各种小记
号； 送达文书时， 不催促当事人
匆忙签字， 她带着一本卷宗， 等
待之余标记卷宗页码， 给当事人
更多的时间看判决， 同时解答他
们的疑惑。

“小朱是一个 ‘零差错’ 的
好书记员， 那时我清楚地看到了
她未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好法官的
样子。” 一向严厉的涂庭长， 骄
傲地称赞这个优秀徒弟。 从书记
员到助理审判员， 从审判员到立
案庭副庭长， “零差错” 的习惯
让朱建娜一步步走得踏实 、 笃
定。

越对人民群众有感情越
要保持冷静

“审理侵权案件的法官， 离
人们的痛苦是那么近。” 朱建娜
说， “你越对人民群众有感情，
越要冷静， 把自己的那份共情深
深埋在心里。 只有保持足够的冷

静与克制， 才能保证判决公正。”
“我就带孩子来补个牙， 孩

子怎么就没了呢？” 痛失独子的
母亲泣不成声。 2015年10月， 母
亲带着三岁的儿子去某医院补
牙， 医生要求母亲在治疗室外等
待。 十几分钟内， 孩子从嚎啕大
哭到鸦雀无声， 母亲最终等来的
是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称患儿
为心脏骤停， 死亡原因不明。

进入诉讼程序后， 案件的第
一个难点落在了司法鉴定程序
上。 为精准判断医疗行为与损害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必须得到
尸检结果以确定医疗过错 。 然
而， 经历着丧子之痛的母亲无法
接受尸检， 激动地向朱建娜哭诉
内心的悲痛、 怨气、 自责， 以及
与孩子之间的点滴回忆。 待原告
情绪稳定， 朱建娜说： “我也是
一位母亲，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
非常懂您此时的心痛。 如果您想

讨回公道， 我们必须先清楚孩子
的死因， 这依赖于尸检结果， 时
间拖得越长 ， 对事实认定越不
利。” 听着朱建娜详细解释尸检
程序， 原告终于含泪提交了尸检
申请书。

朱建娜积极与鉴定机构沟
通， 最终鉴定意见书认定男童符
合气道异物 （棉球） 堵塞所致窒
息死亡。 被告医院认可并同意承
担百分之百的赔偿责任。

但是， 死亡赔偿金额成了第
二个争议点， 被告医院不接受原
告提出的赔偿金额。 朱建娜和医
院负责人反复协调： “医患纠纷
的处理并不只是关乎您一家医院
的利益， 于社会而言， 医院此次
的态度代表着医疗行业对此类医
疗事故的整体态度。 仅仅三岁的
患儿， 未来的发展本具有无限可
能， 于家属而言， 失去孩子是多
么大的伤害。 医院若能主动退一

步， 展示真正的医者仁心， 从长
远发展来看， 才是最佳的选择。”

最后， 在朱建娜的反复沟通
下， 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
意见。 收到赔偿款后， 原告家属
再次来到法院， 向朱建娜赠送锦
旗。 朱建娜说， “当事人能够熬
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特别不容易，
那一刻， 不仅是他们在感激你，
我自己也特别感谢他们， 给我一
种特殊的情感上的共鸣！”

懂得老百姓才能真正判
好案子

“司法是法官一手托着法
律， 一手托着真情。 只有既懂得
法律， 又懂得老百姓， 才能真正
判好案子。” 朱建娜说。

这是一起父子二人起诉孩子
舅舅的案件。 一年， 孩子外祖父
的宅基地拆迁， 当时生活在外地
的原告一家并不知情， 相关拆迁
协议均由孩子舅舅一人签署， 房
产全部由舅舅获得。 多年后， 孩
子母亲去世， 原告父子俩回到顺
义 ， 却无法要回属于母亲的房
产， 无奈之下将舅舅告上法庭。

此案权利义务关系看似比较
清晰，根据拆迁协议、宅基地登记
卡、购房发票等书面证据，房屋应
当归被告舅舅所有。 但朱建娜注
意到了48份村民提交的支持原告
诉求的联名请愿书， 她意识到案
件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然而， 宅基地拆迁已久， 拆
迁协议中仅有寥寥数语的原则性
规定。 为还原事实真相， 朱建娜
多次走访村委会、 镇政府、 开发
商 ， 但因时间久远 ， 证据链残
缺， 调查工作毫无头绪。 原告父
子无数次到村委会和有关部门反
映问题， 胜诉更成为了他们心中
的一份执念， 此案若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 面对
心急如焚的父子， 朱建娜真诚地
告知： “请放心， 我比你们更希
望纠纷能尽快解决。”

朱建娜逐页逐条查找拆迁档
案， 一字一句地研究拆迁协议，
发现协议中的原则性条款实则内
涵丰富： “根据原房面积、 结合
人口结构， 本着分得开、 住得下
的原则……” 她理性推断， 当年
的拆迁政策考虑了家庭人口情

况， 原告孩子母亲当时作为未成
年子女， 且作为房屋拆迁时唯一
拥有本村户口的家庭成员， 理应
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之一，
而被告舅舅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证时已经是城镇户口， 取得房产
实质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看清
深层次的实质利益分配规律后 ，
朱建娜果断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法官绝不仅仅是在为群众
解决法律问题， 而是更应当通过
解决法律问题， 尽全力解决困扰
群众的社会问题。” 公正的司法
裁判不只是依赖证据的表象信
息， 作出法律框架内正确的法律
适用， 而是要关注当事人权利义
务关系背后的实质生活问题， 寻
求更多元的方式帮助群众从根源
上化解矛盾与纠纷。

好法官是在一个个案子
中练出来的

“好的法官是在一个个案子
中练出来的 。” 对朱建娜来说 ，
大量的一审案件虽是工作压力 ，
但也是启发诉源治理思路的宝贵
资源 。 面对物业纠纷案件的增
多， 朱建娜发现， 若仅通过司法
裁判的方式， 虽然可以化解个案
纠纷， 但往往难以触及根本。 在
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同时，
朱建娜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的
源头治理问题。

朱建娜带领团队钻研近20年
间的物业案件， 撰写了 《顺义法
院关于物业纠纷案件诉源治理的
调研报告》， 深入分析成诉原因
并提出对策 ， 从原计划的 2000
字， 到4000字、 8000字……再到
最终版的4万字， 内心最初的困
惑， 在一步步逻辑推理中、 一点
点素材积累后， 逐渐明晰。

同时， 朱建娜带领团队充分
运用调研成果指导实践， 并做好
普法宣传工作，结合12368人工语
音诉讼服务热线与“吹哨报到”机
制， 建立诉源治理司法需求响应
服务机制，协同住建委、居委会、
业委会等各方力量调解矛盾，力
求从源头处化解纠纷。 2020年上
半年， 顺义法院物业纠纷案件数
字同比下降八成， 除了疫情因素
外，诉源治理工作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