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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毕业走出法学院校的
大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审查庭副庭长姜春玲已在首都法
院从事审判工作近30个年头。 在
此期间， 从书记员到审判业务专
家， 从普通干警到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从基层法庭负责人
到高级法院中层干部， 虽然角色
和岗位在一次次的蜕变和转换，
但她始终坚守着为民司法的初
心， 用对职业始终如一的热爱，
用自己的忠诚和公正践行着人民
法官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司法为民， 长期奋战在
审判工作第一线

参加工作以来， 姜春玲长期
奋战在审判工作的第一线。 在朝
阳法院工作期间， 她共计审理了
3000多件民事一审案件。

审判实践中， 姜春玲关注民
生，全力维护农民工、劳动者等弱
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共计审理了
几百起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索要
拖欠工资的案件。她开辟“绿色通
道”，对此类案件优先审理，很多
案件做到当天立案、当天调解、当
天执行。有一次，一个农民工在庭
长接待日来到法庭， 咨询如何讨
要包工头拖欠的工钱。 姜春玲耐
心细致地询问了相关情况后， 迅
速与包工头所在地村委会取得了
联系， 并通过电话做起了诉前调
解工作 。 包工头认可欠款的事
实， 当天下午就将拖欠的工资送
到了法庭。 当农民工从姜春玲手
中接过工资时， 激动地说：“没想
到首都的法官这么快就帮我要回
了工钱，我可以好好回家过年了，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

姜春玲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她
经办的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 为此她积极延伸审判职

能， 努力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她在连续审理多起发生在某公交
总站的乘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后， 经过细致分析调研， 撰写并
发送了专业性司法建议， 引起了
车站管理单位的高度重视， 并斥
资近十万元对四惠车站进行了整
改。 这篇司法建议被评为当年北
京市法院系统优秀司法建议一等
奖。 在审理京通快速路噪声污染
案件中， 为了让人民群众免受交
通噪声困扰， 避免引起临街住户
的大规模群体诉讼 ， 她多方调
研， 审慎抉择， 以设立一道隔音
屏的科学下判， 使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上述两篇
案例还被作为北京市法院系统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科学发展观

“以案析理” 报告团的典型案例
进行宣讲，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

建机制、促调解，积极推
动构建社会和谐局面

姜春玲立足审判， 努力构建
平复矛盾、 化解纠纷的新机制。
她带领团队在坚持 “指导人民调
解十大制度 ” 的基础上 ， 开展
“公 开 审 判 进 乡 村 、 进 社 区 ”
“法庭变课堂 ” 等活动 ， 推行
“片区法官” 制度， 降低了纠纷
成诉率 ， 促进了辖区的和谐稳
定。 姜春玲在审理一起相邻关系
纠纷中， 发现当事人对抗情绪极
大，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 她邀请

了具有较高威信、 熟悉双方当事
人和案件情况的当地村委会主任
等案外人员参与调解， 使一起持
续了半年之久、 被认为不可调和
的 “骨头案” 在半个小时内调解
解决。 在此案基础上， 姜春玲带
领团队率先推出特邀调解员参与
调解制度， 后在全市乃至全国各
地广泛推广， 扩大了诉讼和解在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

2005年8月 ， 在姜春玲的带
领下， 朝阳法院双桥法庭打造了
全国法院系统首个和解大厅。 和
解大厅巧妙地将中华民族长久传
承的 “和” 文化与人民法院的司
法权威融为一体 ， 提示人们依
法、 理性地协商解决纠纷。

“我们通过设立不同风格的
家事、 商事等类型和解室， 为当
事人营造出温馨轻松的氛围， 让
矛盾激烈的双方当事人能够在友
好的环境里放松心情， 对纠纷的
和解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这
一做法迅速得以推广， 并受到了
来自社会各界的好评。” 姜春玲
告诉记者。

创新方式， 全力维护社
会平安稳定

2010年， 姜春玲来到北京市
高级法院担任审判业务庭中层干
部，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她深入
一线接待来访群众， 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心声， 积极开展司法救助
工作， 维护群众合理诉求， 促进
矛盾化解。 十几年间， 她和所在
团队完成了国家历次重大活动和
重要节点的安保维稳等任务， 也
先后获得了北京市涉法涉诉信访
工作先进个人、 北京市审判业务
专家等荣誉。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姜春玲

审判抗疫两不误 ， 创新 “云审
判” 方式， 联手基层法院隔空调
解两起涉及四地的劳动争议纠
纷。 家住甘肃省某市的刘某在京
打工期间 ， 与受聘单位发生争
议并解除了劳动关系。 经劳动争
议仲裁、一审、二审后，刘某向基
层法院申请执行， 某公司亦向北
京高院申请再审。 姜春玲接手承
办该案时， 正值全国疫情发生初
期， 刘某又因春节回甘肃老家不
能返京， 为确保当事人举证质证
权利 ， 又防止人员聚集交叉感
染， 姜春玲决定利用北京法院刚
刚开通的 “云法庭” 进行网上听
证。 经电话沟通， 双方同意并在
书记员指导下在各自电脑和手机
上安装了 “云法庭” 系统软件。

一切准备就绪后 ， 2020年2
月18日， 第一场 “云法庭” 开庭
了。 双方均对首都法院能够在疫
情防控期间开通 “云法庭”， 及
时充分保障各自的诉讼权利表示
感谢。 在详细听取双方质证意见
并了解到执行案件情况后， 姜春
玲趁热打铁， 决定联手执行法官
力促双方调解解决。 经过多次联
系和反复沟通， 最终双方自愿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 某公司撤回再
审申请。 为方便身在两地的当事
人办理执行和解与再审撤诉手
续， 姜春玲又和基层法院执行法
官再次开通 “云法庭”， 隔空办
理了相关手续。 至此， 两起案件
成功调解， 此桩劳动争议纠纷彻
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 姜春玲
始终牢记司法为民的初心和使
命， 一如既往地战斗在审判工作
的最前沿， 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最
大标尺， 用热情和忠诚展示着共
产党员的本色， 与首都全体法官
一起谱写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
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湛思月

一名“95”后干警的战疫路
———记平谷区检察院检察干警梁译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姜春玲：

踏着青春的脚步， 5月23日，
梁译睿从平谷区检察院来到区卫
生健康委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在
战疫的路上， 初出茅庐的她迅速
成长， 用行动谱写青春无悔。

1996年出生的梁译睿去年刚
刚走出校园参加工作， 成为平谷
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干警。 正值
青春好年华的她虽然在学校掌握
了不少知识， 但她觉得自己刚刚
步入社会， 还是一枚未成熟的青
果， 面对崭新的环境， 一切都要
从头开始， 她暗下决心， “要做
到业精于勤， 让青春增值， 让岁
月闪亮。”

公共卫生管理科 （以下简称
“公卫科”） 是平谷区卫健委疫情
防控工作的核心科室 ， 核酸采
样、 疫苗接种、 隔离点管理等防
控各个重要环节都由这里负责，
科室的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忙忙碌
碌中度过。 刚到公卫科时， 梁译
睿看到这么多繁杂重要的工作自
己却什么也不懂 ， 一下子慌了
神。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 ， 她以
“入山问樵、 入水问渔” 的态度
虚心向每个同事请教， 几天时间
内基本熟悉了公卫科的工作内
容 。 虽然暂时没有负责具体项
目， 但每一项任务她都积极争取
参与， 在实践中增长经验。 “小
梁， 快来把这个数据统计一下”

“小梁， 反馈一下核酸检测点的
情况” ……面对繁重的工作， 她
始终保持火一样的热情， 兢兢业
业， 尽职尽责。

在公卫科工作的日子有心
酸， 更有骄傲。支援快一个月了，
她几乎没有准时下过班， 经常是

天微亮就来到单位， 周围万籁俱
寂时还在工作。 她有时也会自我
调侃，“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上下
班的人群了， 很想看看哦。”

公卫科的工作说来就来， 为
了保证随叫随到， 梁译睿24小时
待命， 手机从来不敢静音， 生怕

错过临时情况的紧急呼叫。 一天
深夜， 电话再次响起， 她马上赶
到单位， 得知有一名隔离人员联
系不上， 如果不能及时处置， 可
能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的隐
患。 为了排查这名隔离人员是否
已入住隔离酒店， 她反复比对属
地政府提供的隔离人员名单与酒
店提供的入住名单， 近千人的姓
名核实工作庞杂、 琐碎， 一直忙
到天快亮， 才终于核实清楚， 这
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一夜没
合眼， 身体感到很疲惫， 可梁译
睿却很有成就感， 为自己能够在
疫情防控中尽力而骄傲， 觉得再
辛苦都很值得。

第一次去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工作让梁译睿记忆深刻。 她知
道隔离点是抗疫的最前沿， 也是
相对危险的场所之一， 在踏进隔
离点的大门时， 年轻的她不禁有
些紧张， 于是默默给自己打气，
鼓励自己战胜疫情只能前进， 不
能后退。 来到岗位上， 她收起所
有的忐忑， 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紧张情绪不知不觉地消退了。
一天晚上， 已在隔离点工作

了整整一天的梁译睿与同事驱车
回办公室， 刚到办公楼下电话铃
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一名不到3
岁的小孩子不慎在隔离点酒店房
间内摔倒， 必须紧急就医。 没有
任何犹豫与迟疑 ， 她与同事再
次驱车返回隔离点 ， 一边在路
上温声抚慰孩子的监护人， 一边
统筹协调就医途径， 等到孩子顺
利就医他们再次返回单位时已是
次日凌晨， 累得彼此都说不出话
来。

“物有甘苦， 尝之者识； 道
有夷险， 履之者知。” 在战疫的
特殊时期里， 梁译睿深切感受到
一线人员的艰辛与不易， 经过这
次历练， 她的战疫勇气和信心变
得更加坚定。 “我们在战疫中尽
一份力， 就是守住一束光。 正是
有千千万万的人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 ， 才让胜利的曙光越来越
近， 我要为战胜疫情继续献出自
己的微薄之力。”

坚守司法为民初心 做人民满意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