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在“特殊的希望工程”中守护“少年的你”
———记密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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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她参与人民法庭建设 ， 在
“鸡毛蒜皮” 的小事中收获成就
感； 她着力打造 “多元调解+速
裁”模式，展现高效为民服务“加
速度”；她深耕少年审判，用心守
护“特殊的希望工程”……这是密
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珍君十余年坚守司法战线， 维
护公平正义的平凡故事。

“在岁月流转 、 坚守梦想
中， 我有幸见证了法 治 建 设 的
磅 礴 力 量 ， 从 司 法 体 制 改 革
到智慧法院建设 ，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到民生司法保障 ，法
治领域的改革不断推进， 公平正
义更加可见可感， 法治观念更加
深入人心。” 回首过往， 刘珍君
坚定地说： “因为在奔赴热爱的
路上， 我每一步都全力以赴。 十
余年芳华岁月， 我逐梦生长。”

在“鸡毛蒜皮”中执着坚守
收获满满成就感

“2009年， 我怀揣着维护公
平正义的梦想， 走进了密云区人
民法院。 2015年， 我从研究室调
到双井法庭 ， 成为一名人民法
官。” 刘珍君告诉记者， 初到法
庭， 她经手的案件多是村里的家
长里短， 矛盾和纠纷看似不大，
但关系着乡亲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让群众满意， 刘珍君在
酷暑时节下乡清点树木， 被蚊子
咬的全身是包 ； 奔走于田间地
头， 遇上下雨天， 回来时就成了
“泥腿子”； 驱车200多公里现场
审查每一个细节， 只为还原事实
真相； 乘着夜色到百姓家里开庭
调解， 为的是不耽搁乡亲们的农
耕时节。 “就是在这样的 ‘鸡毛
蒜皮’ 的小事中， 我获得了满满
的成就感。” 刘珍君坚信， 每一
次法庭上的细思明辨， 巡回路上
的千里奔行， 田间地头的释法明

理， 法槌起落间的细细思量， 都
彰显着法院人不变的初心， 这既
关乎梦想 、 关乎坚守 、 关乎奉
献， 更关乎一名法官对于当事人
的情怀与爱。

为抓好人民法庭建设， 刘珍
君不断创新机制， 推动建设全区
首个 “社区法官工作站 ” “法
官+” 美丽乡村建设法律服务工
作站， 积极开展 “巾帼在行动”
等活动 。 而在每一次工作创新
中， 她都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人民法庭不仅要履行好司法裁
判的职能， 更要在服务大局、 推
进社会治理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人民法庭奏响更好为民服务的
新乐章。”

四年间， 刘珍君先后在北京
法院第四届司法业务技能比赛中
获得 “民事审判业务标兵 ” 称

号， 获得 “第十届北京市法院系
统先进法官” 荣誉， 并带领团队
获得北京市法院首届 “先进审判
团队” 称号。 她说： “看似寻常
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荣誉
和勋章背后是我们每一个并肩作
战的伙伴， 是坚持 ‘哪怕只有百
分之一的希望都会尽百分之百努
力 ’ 的倔强 ， 是执着于每一件
‘鸡毛蒜皮’ 的坚守。”

打造“多元调解+速裁”模式
为民服务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 法院收案数不断增
长， 受理案件不论繁简全部进入
诉讼程序。 这一方面增大了法院
办案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
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因此 “多元
调解+速裁” 机制应运而生。

2019年， 刘珍君成为一名化
繁为简的速裁法官， 如何 “将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
探索出符合密云区域治理特点的
有效路径， 打造 “多元调解+速
裁” 模式成为新的挑战。

“公正是基础 ， 效率是保
障 ， 作为法院的 ‘轻骑兵 ’ 和
‘冲锋队’， 我们在摸索中创造性
地提出 ‘一驱四化’ 多元调解工
作模式 ， 推广适用 《 “多元调
解+速裁” 团队审判工作流程》，
带着速裁团队与时间赛跑， 同频
共振， 攥指成拳， 实现了法官多
办事 、 群众少跑腿 、 纠纷就地
解， 以机制优化提升诉前纠纷的
吸附化解能力， 用速审速裁跑出
了为民服务的 ‘加速度 ’。” 对
此， 刘珍君倍感骄傲。

2020年初， 新冠疫情突如其
来， 刘珍君带领审判团队积极适
应在线庭审、 电子送达、 电子证
据审查等在线诉讼规则， 制作线
上系统 “使用指南”， 并先行先
试， 首次通过网络向当事人送达
了密云法院民事判决书。 “手掌
上的司法服务， 如今已经实现了
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开庭、 送达一
站式解决。” 刘珍君笑着说， 这
是十年来智慧法院建设的一个缩
影， 看得见， 摸得着， 解决了当
事人的 “急难愁盼” 问题， 凝聚
着司法为民的拳拳心意。

“多元调解+速裁” 让正义
提速， 在刘珍君看来， 这十年，
变的是更加阳光高效的司法服
务， 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和循法而行的热忱。

深耕少年审判实务
守护“特殊的希望工程”

未成年人审判也被誉为 “特
殊的希望工程”。 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 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过程中， 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贯彻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 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
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之下。

2022年， 刘珍君和团队的同
事们接过了少年审判的接力棒，
同时也接续了这一领域法官的使
命和情怀。 “因为热爱， 所以投
入。 在这200多天里 ， 我曾为受
伤的幼小心灵垂泪， 也曾苦口婆
心地教育犯错的少年， 更为助力
迷途少年回归社会在法庭内外奔
走 。” 刘珍君介绍 ， 在此期间 ，
她第一次将家庭教育指导引入庭
审程序， 弥合修护亲情关系； 第
一次录制法治微课， 做客媒体直
播普法， 播撒法治阳光； 第一次
作为法治副校长， 与同学们一起
思考一起欢笑， 为他们带去法治
信仰的星星之火。

“此时， 法袍于我， 是厚重
的责任， 更是温暖的呵护。” 刘
珍君说， 台上台下， 案里案外，
身为少年法官的她用满满的热
爱， 在 “特殊的希望工程” 中守
护着 “少年的你”。

2022年6月 ， 刘珍君作为基
层党代表参加了北京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 在展现密云法院奋发进
取 、 干事创业的精神风貌的同
时， 也深深感受到， 身为党代表
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 “今
后， 我将继续慎终如始， 精益求
精， 将每一步走得踏实、 坚定，
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增添萤
烛之光。”

流光易抛，十余年间，如水一
样流走的是时间， 不会被遗忘的
是每一点付出。 刘珍君说： “我
们何其有幸， 能够站在新征程的
起点， 跟着时代不断向前奔跑，
回首之处， 这种全力以赴和无愧
于心， 一定会成为最美好的青春
和最深沉的幸福。”

“将小爱 ” 是将台地区于
2021年11月发布的党建品牌， 通
过 “关心一群体， 凝聚一条心，
成为一家人”， 在将台地区职工
中倡导传递温暖、 关爱， 形成合
力， 共建美好家园。

作为 “将小爱” 志愿服务队
队长， 李泽华回忆说， 品牌发布
后， 通过 “将小爱” 传递将台温
暖与关爱， 让将台更加美好的理
念让李泽华有种终于找到 “组
织” 的感觉。 她很快自告奋勇，
组建起一支职工志愿服务队。

刚开始， 李泽华的心里也很
忐忑， “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愿
意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 所以 ，
她干脆先从身边人 “下手”， 让
爱人化身厨师、 司机、 搬运工，
成为了将小爱志愿者队的第一个
铁杆志愿者； “将小爱” 也让李

泽华正处在青春期的大女儿开始
理解、 支持并且加入母亲参与的
各项公益活动， 成为第二位铁杆
志愿者 ； 李泽华还经常把 “小

爱” 们的故事讲给小女儿听， 对
她来说， 这些人和事就像童话故
事一样美好。 就这样， 李泽华的
小家变身为 “将小爱” 志愿者家

庭， 全家参与志愿服务时长累计
达2400多个小时。

仅有家庭动员肯定是不够
的，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 同
时身兼 “上东菜篮子” 负责人一
职的李泽华又作出了一个重要的
决定： 捐出自己经营的月租金1
万元左右、 约60平方米的空间，
专门作为志愿服务阵地， 以吸引
越来越多的商户、 各行各业的志
愿者加入进来 。 目前 ， “将小
爱” 志愿服务队活跃志愿者人数
达到了230名， 其中包括大量活
跃在将台地区的外卖小哥、 快递
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他们发
挥熟悉地区路线、 熟悉各家各户
情况的优势， 配合开展为高龄老
人等行动不便人士买菜送药等志
愿服务， 发挥人人为我， 我为人
人的志愿精神 。 同时 ， “将小

爱” 还建立了爱心企业联盟， 累
计捐赠物资30余万元， 并在春节
等传统节假日中， 为留京过年的
外来务工者包饺子、 煮汤圆， 让
他们在北京也能感受家的温暖。

李泽华还和“将小爱”志愿服
务队队员一起， 在冬天凌晨三点
起床蒸包子、 煮粥； 早上6点，在
“将小爱” 暖心驿站为环卫工人、
快递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发放
爱心早餐， 让刚刚下夜班的户外
工作者们能够吃上热乎的早饭。
如今， 通过不断开展的志愿者活
动，“将小爱” 志愿服务队逐渐被
地区居民了解、认可，遇到困难都
愿意主动联系这支志愿服务队。

“希望通过 ‘将小爱’ 志愿
服务队的努力， 将爱传递， 让将
台地区变得更加友爱和谐。” 李
泽华说。

□本报记者 张晶用志愿服务在区域传递温暖与爱
“将小爱”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