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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记北京市西城法院执行局审判员凌翥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必须一直向前冲”

“这是需要凌法官签字的合议笔录和案款
对账单，我先放他桌子上了，晚上回来记得提
醒他签一下。”白天，一份份需要签字、确认的
文件材料堆放在凌翥的办公桌上。这是凌翥和
同事们长期形成的默契工作方式。因为大家都
知道， 白天想要找到执行法官凌翥是很难的，
他不是在外出执行的路上，就是在谈话室跟当
事人谈话。凌翥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的工作是
“走破鞋底子、磨破嘴皮子”。

凌翥是北京市西城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审
判员。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干警到担当为民的执
行骨干，凌翥用十余年的打磨和坚守，诠释了
新时代执行法官的初心和使命。“一起案件如
何执行， 不仅关系着双方当事人切身利益，而
且还直接关系到法律权威。 作为一名执行法
官，每天要面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以及无法
预料的各种情况，如何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是我永远的课题。”凌翥介绍道。

始终在线的热心法官

与同事们在办公室总找不到凌翥
相反， 一名案件当事人想找凌翥却
很容易 。 为了方便当事人找到自己 ，
凌翥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知当事
人， 并且24小时开机。 有同事就打趣
道：“凌法官，你的电话真成了热线了，
接得过来吗？ ”凌翥严肃地回答： “接
不过来也要接。 看来普普通通的一通
电话， 对申请执行人来说可能就是追
回钱款、 实现胜诉权益的 最 后 一 线
希望。”

有一天凌晨四点， 凌翥的 “热线
电话” 打破了夜幕的寂静。 刚接电话，
就听见电话那头着急地喊道： “凌法
官！ 凌法官！ 我是杨晨 （化名）！ 我找
到那老赖的车啦！ 就在门头沟这边一
商城的地下车库。 你赶紧过来吧！” 睡
梦中的凌翥一听找到被执行人财产啦，
瞬间就变得精神起来。 原来， 这是一
个一年多前的执行案， 被执行人总是
不配合， 想各种办法拖延执行。 在核
对完申请执行人案件信息与车辆情况
后， 凌翥一方面让申请人在现场看住
车辆， 另一方面马上安排离现场最近
的人前往现场扣押车辆。 当天一大早，
他们便把车辆安全扣押到了法院指定
停车场。

“凌法官啊，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
们了， 这车找了一年多了， 终于找到
了。 我当时真是太激动了， 啥也没想
就给你打了电话， 真没想到凌晨打电
话你都能接， 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您
还能凭一句话就记起我！ 真是太感谢
您了。” 申请人杨晨紧紧握着凌法官的
手， 激动万分。 “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我一定接。” 凌翥坚定地说道。

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 杨晨的合
法权益得到有效执行。 看着申请人脸
上的笑容， 凌翥也坚信， 法律的公平

正义始终会到来。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如愿结案， 但
每一个未结案都记在凌翥心上。 他用
一颗执行法官坚韧的心， 守护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公里。

凡事但求案结事了

一般执行法官介入的案件都是被
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案件， 这时被执
行人总会找各种理由拖延， 比如有的
转移财产， 有的玩失踪， 这就需要执
行法官有灵活的思维 ， 与被执行人
“斗智斗勇”， 针对不同的人展开不同
形式的方式方法， 抽丝剥茧找到案件
的突破点。 此外， 在凌翥看来最重要
的一点是， 顺利执行只是一方面， 更
重要的是不能给社会留下安全隐患。

凌翥清晰的记得此前自己办理的
一件危房腾退案件， 被执行人是一位
60多岁的独居老人。 这位老人住的是
单位公房， 该单位经过鉴定， 确定房
子是危房。 考虑到房子所处地段的特
殊 ， 不仅危害到老人生命财产安全 ，
而且对过往行人也有一定风险。 于是，
单位决定进行危房改造。 前期该单位
做了很多工作 ， 疏散危房周边居民 ，
同时也为老人找到了临时安置点。 这
个临时安置点离老人所住的危房不过
二三十米 ， 而且面积比老人住的房要
大， 家居环境更好些。 但老人就是不
答应腾挪。 最后， 单位一纸诉状， 将
老人告上了法庭。 通过诉讼一审二审，
该案最后进入了执行程序。

“我当时收到案件的时候就知道，
这肯定又是一个难办的案件， 但面对
判决书， 我们执行法官没有退路， 必
须往上冲。” 凌翥说道。 接到案件执行
材料后， 凌翥第一时间来到了老人的
家里， 实地查看情况， 了解老人的诉
求。 再详细了解了老人的诉求后， 凌
翥一条一条给老人解释， 哪些是合理

诉求， 哪些是不合理诉求。
“这个老人是独居老人 ， 无儿无

女， 也没有老伴， 属于社会上的弱势
群体， 日常生活中街道居委会也会对
其进行补贴。 所以面对这样一位老人，
我们不能采用强硬的法律手段。 如果
强制执行了， 虽然案子结了， 但这事
并未了， 反而给社会留下了隐患， 我
们要做的是案结事了， 这样才能真正
维护法律的权威， 同时也能给老人传
递司法的温暖。”

一趟又一趟的登门， 一次又一次
的说服， 两三个月后， 老人终于同意
了腾挪。 凌翥已不记得自己到底去过
老人家多少次 ， 只记得 ， 案结之后 ，
凌翥带着同事回访时， 老人热情地在
新房接待了他们， 告诉他们在这里生
活的很好。

再忙不忘强本领

白天行走在执行的路上 ， 晚上很
多人都下班了， 而凌翥则会回到办公
室， 处理一些白天落下的公务。 尽管
如此， 他也不忘学习， 乐于钻研案件。
从2010年成为一名执行法官 ， 到今年
已经14个年头了， 凌翥始终身处办案
一线， 他深知面对疑难复杂的矛盾纠
纷， 想要作出正确判断、 克服本领恐
慌， 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 扎实
的知识储备， 更需要更新理念、 总结
归纳， 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 在执
行一线深耕数载， 凌翥早已养成了撰
写办案手记的习惯， 特别是对疑难复
杂案件， 他总能灵敏地嗅到其中的争
议焦点、 理论难点， 并随身记录办案
思路和问题想法。 “并不是每一个案
件都能得到完美的处理结果， 执行法
官就是在寻找让双方当事人都比较满
意的平衡点， 这其中还讲究时机。 有
时， 促进双方达成一致的机会就在一
瞬 ， 你抓住了 ， 就顺利结案 ； 反之 ，

则兜兜转转回到原点。” 凌翥介绍。 工
作中 ， 凌翥会经常对案件进行复盘 ，
总结其中的得失。

近年来， 伴随着不断攀升的离婚
率， 涉未成年人探望类执行案件逐年
增长 ， “如何高质量化解家事纠纷 、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是凌翥一直
探索的课题。 经过不断研究案件， 凌
翥归纳总结出以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 为原则 ， 通过 “调查引导—联动
破冰—保障回访 ” 实质化解探望权纠
纷的 “三步走” 执行机制， 顺利执结
十余起涉未成年探望案件。 当事人自
发赠送的锦旗、 表扬工单、 表扬信见
证着对凌翥工作的肯定。

去年， 他撰写的 《执行疑难实务
七十问》 成功出版。 这是凌翥利用空
闲时间将多年办案过程中遇到的疑难
问题进行了收集、 整理， 并在现有法
律框架下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
案。 这本书不仅是凌翥多年笔耕不辍、
思考探索的结晶， 更是他一直以来执
着追求的梦想———为执行法治事业建
设添上自己的 “一块砖”， 为守护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贡献更多实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