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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正鑫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冯畅 胡金力

  “此时的列车就像一座孤岛，我们必须对旅客负责，让

大家都安全回家。”

  提及列车因暴雨长时间滞留，最终安全折返的经历，

武汉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民警杨帆说。

  7月20日，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杨帆作为临时抽调乘

警，值乘G856次（武汉开往西安北）高铁列车。这趟搭载800

余名旅客的列车，因暴雨滞留近48小时。其间，杨帆和列车

工作人员一道，耐心安抚旅客情绪，多方协调食物供应，帮

助困难旅客，保障了列车安全折返。

  7月23日，武汉铁路公安处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

励条令》，启动战时表彰奖励机制，对杨帆给予个人嘉奖。

“大家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这车怎么还不开？”

  “雨要是一直下，今天还能不能走啊？”

  ……

  7月20日，G856次列车从漯河西站开出，晚点近1小时

于13时许到达郑州站后便停驶了。

  长时间的等待让旅客们开始焦急。杨帆同值乘的武汉

客运段列车长陈鹏逐一耐心向大家解释。

  16时，车外仍是暴雨倾盆。此时，第一时间将晚点情况

上报乘警支队指挥室的杨帆，已经连续在车厢内巡查了3

个多小时。

  晚餐时间，车上的食物告罄。杨帆和列车工作人员正

忙着协调食物、安抚旅客情绪时，更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

了——— 车厢和站台忽然停电。漆黑的车厢里，一时间有人

在尖叫，有人在抱怨，而大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断电后，车厢内温度迅速升高，杨帆拿着单警装备中

的手电筒逐一巡查车厢，提醒大家看管好财物，尽量少说

话，注意保存体力。旅客的情绪终于慢慢平复下来。

  经紧急抢修，半小时后，电力终于恢复。

  窗外仍是大雨，为了旅客的安全，杨帆和其他列车工

作人员商议后，决定不打开车厢门。

  “在车厢里是最安全的选择，大家要耐心、耐心，再耐

心……”一夜不敢睡、也睡不着的杨帆不间断地在车厢巡

查，一次又一次地安抚焦急的旅客们。

  由于列车卫生间超负荷使用，杨帆和列车工作人员组

织旅客分批到站台使用卫生间，并在雨停间隙组织旅客下

站台透气。

“多亏了很多热心的旅客”

  列车长时间滞留，食物成了最大的难题。

  7月21日一大早，杨帆发现对面站台一趟滞留的昆明

至北京方向的绿皮车的餐车还有食物供应，便同车长一道

设法联系对方，顺利协调该列车餐车提供了部分食物。

  “有人晕倒了！”分发食物时，车厢里突然有旅客大喊。

  杨帆立即和列车长分头到车厢寻找医生，幸运地找到

湖北某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现场诊治。

  晕倒的是一名约40岁的男子，经初步诊断系低血糖导

致昏迷。同车厢的旅客纷纷伸出援手，一个小男孩还举起

了手中的两颗糖……男子很快转危为安。

  “情况太紧急，甚至都没来得及详细问这位医生的名

字和单位，多亏了有他在，还有很多热心的旅客，铁路警方

也一直在积极想办法协调。”杨帆说，自己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

  7月21日下午，车站和铁路警方联合送来方便面、饮用

水等食品。老人、孕妇、孩子先拿，接着是部分女性和年龄

较大的男子……

  当晚，列车终于启动。这一次，列车因为大雨被迫停在

了郑州东站。巡查安抚旅客情绪、提醒大家注意财产安

全……又是一个不眠夜。

  “太好了！”22日10时40分，列车接到返回武汉的调度通

知，车厢内一片欢腾！

  列车南下驶入武汉铁路警方管内，在漯河西、驻马店

西、信阳东、武汉等车站奋战的武汉铁路公安处领导，带着

民警到站台护送列车，组织部分下车旅客出站，并安排警

力登车同杨帆并肩工作。

  3小时后，列车顺利达到武汉站，杨帆又和战友们一道

投入到疏导平安返回的687名旅客出站、退（改签）票等工

作中。

“穿上这身警服就该对群众负责”

  事实上，杨帆是一名“临时”乘警。

  近年来，为确保广大旅客出行安全、有序，武汉铁路警

方专门抽调一批业务精通、综合素质高的警力到乘务部门

值乘。

  “我是党员，我先上！”43岁的杨帆主动请缨，并将缉毒

民警特有的嗅觉和应变能力运用到了值乘工作中。

  2019年正月，因春运增开临客，杨帆被临时抽调负责

值乘K4094（武穴－北京西）次列车。按照原定计划，杨帆需

要在23时前赶往汉口站登乘该次列车，完成对该次列车的

安全检查后随车一道前往武穴。习惯提前出发的他，当晚

21时左右就到达了汉口火车站。

  刚下车没走多远，杨帆便听到路旁草丛内隐约发出

“咿呀”声。职业敏感性驱动下，他走进草丛内查看，发现地

上躺着一名嘴唇青紫的男子，浑身酒气。

  “今晚温度太低，他穿的衣服又少，幸亏发现及时，否

则再晚一会就来不及了！”接讯赶来的医护人员直言。

  作为一名缉毒警察，杨帆经常参与蹲守、抓捕毒贩。

几年前他参与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侦破时，曾和战

友一道蜷缩在一老旧小区的天台上两天未合眼，最终成

功抓获嫌疑人12名，并查清该团伙贩运毒品40余公斤的

事实。

  “不管是缉毒还是值乘，都是职责所在，穿上这身警

服，就应该对群众负责。”杨帆说。

  图① 杨帆和工作人员一起向旅客发放方便面。

  图② 杨帆在检查行李。

  图③ 杨帆和列车长对动车灭火器进行安全检查。

□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方玲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委、杭州市政府通报2020年度杭

州市“十佳公务员”和“最美公务员”名单。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王玲被评为

2020年度杭州市市直单位“十佳公务员”。

  面对荣誉，王玲很淡定，她说，“个人的智慧，只是草尖

露珠，集体的智慧，才是长河流水。我所取得的点滴成绩，

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5年，王玲以浙江省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成绩从浙江

大学法律系毕业，并考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此在知

识产权庭一干就是16载。

  “裁判文书是法官最好的名片”。王玲担任助理审判

员第一年撰写的判决书，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知识产

权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中获奖。此后，王玲制作的裁判文

书在全国、全省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中屡获佳绩，并连续

多年获评全市优秀裁判文书。国内第一起涉IPTV侵权

纠纷的判决案件、杭州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受理的诉

讼标的额最高的案件、备受关注的“龙井茶”地理标志案、

“方顺和”老字号案、索尼公司“可产生三维立体声效果的

耳机”发明专利纠纷案、“霍尼韦尔”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电视猫”视频聚合软件著作权纠纷案等，都在她手

中妥善审结。

  为了适应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形势，2017年9月，杭州知

识产权法庭成立，实行跨区域集中管辖，各种新类型和疑

难复杂案件纷至沓来。王玲攻坚克难，近3年审结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950余件，担任审判长签发案件1700余件，其中不

乏证据动辄数以万页计的“硬骨头”案件。

  翻开王玲的开庭日程表，每周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庭

审排期。白天要忙着开庭、处理各种程序性事项，只有到了

晚上，她才能集中精力撰写复杂的判决。那些逾百页、沉甸

甸的判决书，都是她无数个夜晚抽丝剥茧、挑灯夜战的心

血酿成。

  一次，一位败诉的当事人打来电话，言辞恳切：“王玲

法官，这个案子我们本来打算上诉的，可是认真看完你写

的判决书，我们决定不上诉了，输了我们也服了。”这样的

电话，王玲时常能接到。来自败诉方当事人的认可，无疑是

对“让人民群众信服裁判”最好的诠释。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

生活幸福，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但有时，一方持有

高新技术，一方则牵涉民生公共利益，这个时候，往往更加

考验法官的审判智慧：鱼和熊掌，如何兼得？

  在审理郑州某公司诉深圳某公司、七家医院某医疗产

品专利侵权纠纷案中，经过庭审技术比对，被控侵权医疗

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何既

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创新，又能维护社会公

众的公共利益，服务大局，王玲动足了脑筋。在了解到双

方在外地法院还有多起纠纷尚未化解的情况后，她凭借

多年的审判经验，认为双方虽然矛盾尖锐，但仍具备调

解的可行性。在拟定基本方案后，她先后主持了几十轮

磋商，从背靠背到面对面，辨法析理，言明利害，在调解

方案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终促使两家公司消除分

歧，达成了一揽子调解及和解方案，一举解决了双方在

国内多地的诉讼案件，实现了审执兼顾、保护知识产权

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统一。调解协议签署后，被告全

额履行完毕，原告对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和司法

环境高度赞赏。

  移动微法院平台的启用，让王玲将线下的调解工作延

伸到了线上。她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夜以继日，无数次将

各方从谈判破裂的边缘拉拽回来，成功化解了“养生堂”、

“Penfolds/奔富”等多起棘手的纠纷，切实维护了国内外知

名品牌权利人的利益。她主持调解的“聚合与融创”技术合

同纠纷、著作权侵权纠纷两案，被评为“浙江法院十大知识

产权调解案件”。

  在王玲眼里，学习永无止境，她向来都把自己当成一

名法律新人，十几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学习的热忱与劲

头。她善于挤时间、用时间，见缝插针地学习党的政策理论

以及最新的司法文件、指导案例，汲取创新审判工作思路

的养料，为的是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她在总结提炼审判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

列调研文章，发表在《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研究》《知识产权

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案例指导》等刊物上；她主审的

“霍尼韦尔”案获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

委员会“2019—2020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电视

猫”案收录在《中国版权2019中国著作权典型判例司法评

析专辑》中。

  因工作业绩突出，王玲被评为浙江省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先进个人，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公务员考核优秀

记个人三等功，2020年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二

等功，同年，被评为杭州市政法工会系统“政法达人”。

2020年，她接受杭州市人大履职评议，测评满意率达到

百分之百。

法官王玲：

裁判文书是法官最好名片

乘警杨帆：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健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一〇二团，有这样一名基

层人民调解员，她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真心为民的情怀，用一次次

成功的调解，践行着一名司法行政人的初心和对职工群众的庄严承

诺，她就是一〇二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胡艳。

  扎根基层14年，胡艳参与和主持调解案件1700余件，为职工群众

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2020年，胡艳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称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模范人民调解员、兵团“三八”红旗手、兵团

第六师五家渠市“三八”红旗手、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荣立三等功两次，这

些荣誉，是胡艳默默奉献的最好证明。

当事人双方权益都保护

  今年5月19日，驾驶员如某微信里收到一笔2800元的转账工资，

他第一时间向胡艳致谢。

  如某自4月16日起在艾某的工地拉运砂石料。两人口头约定，工

资1万元，按月支付。10天后，如某以工作强度太大、条件太艰苦为由

向艾某提出辞职，当天起就没再上班。后来，如某向艾某索要10天的

工钱遭拒，于是来到一〇二团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你干了10天就辞职，说走就走，新驾驶员没招上，车主的大车停运，

给人家造成了损失，劳动合同法中也规定了试用期间，要辞职也得提前3

天打招呼啊……”胡艳讲解了相关法律条款，如某心服口服。

  接下来，胡艳又和车主讲起了理，“不管怎样，如某也给你干了10天

的活，虽然突然辞职给你造成了损失，但这工钱是必须得给的。《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

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

  讲理又讲法，将心又比心，在她的耐心劝解下，最终，艾某支付了

如某2800元工资，双方均满意而去。

  “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调解时我注重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只有

心结解开了，案件才能真正了结。”胡艳说。今年前5个月，她成功调处20

余起农民工讨薪纠纷，为农民工讨回工资200万余元。

“流动调解室”人少作用大

  近年来，入驻一〇二团辖区的公司、工厂不断增多，人员流动量

较大。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胡艳大胆提出设立“流动调解室”，把调

解触角延伸到工厂、街道、车间。说干就干，两个人民调解员、一个书

记员、一辆面包车，就组成了“流动调解室”。

  2018年1月19日，胡艳发现街道上有几十个工人聚集在一起，即

刻上前询问，原来他们因讨薪无果想要寻求帮助。胡艳先将几十人带

回到调解室，分别与工人代表谈话。经了解得知，这几十个工人分别

受雇于13个班组长，从2015年至2016年陆续在某公司建筑工地上务

工，公司在支付了部

分工资后，剩余的工

资就再没及时支付，

工人多次找公司协商

也未能解决。胡艳先

是稳定了工人的情

绪：“你们先与班组长

核对清楚工作天数和

工资数额，列出工资

表，我再找老板谈。”

  因为涉及的人数

较多，一〇二团党委

安排专人与胡艳一起

负责此事。胡艳与建

筑公司相关负责人取

得联系，对方表示愿

意解决此事，但因为

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一时无法支付这么

一 大 笔 钱 。那 段 时

间，胡艳一天一个电

话，两天上一次门，腿

跑细了，嘴磨破了，可

对方仍然托词“拿不

出那么多钱，正在想

办法”。

  眼看马上就要过

年了，工人们着急回

家。胡艳再次找到了

建筑公司负责人：“几

十名工人背后就是几

十个家庭，每个家庭

都有老人、孩子，你拖

欠的工钱很可能就是

老人买药的钱、孩子

上学的钱。人心都是

肉长的，咱们将心比

心，换位思考，如果换

作是你的工资被拖欠

回不了家过不了年，

你是什么心情……”

几个小时后，对方终

于表示，年前一定结清欠款。

  “解决矛盾要做到法律与感情的结合，讲法不离情、讲情不离法。解决这件事先后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多时候，解决问题不是说服了对方，而是感动了对方，问题就

一定能解决。”胡艳说。

  农历腊月廿九，几十名工人共计200余万元的工资终于拿到了手。

  第二天，胡艳收到了工人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们已经坐上回家的火车，今天是大

年三十，特别感谢您！祝您春节快乐！”

公正处理化解兵地矛盾

  14年间，胡艳为辖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尽心尽力，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

  2019年6月17日，一〇二团八连发生一起地方村民养殖的骆驼啃食团场职工地里

的棉花苗，给职工造成损失的事件。胡艳到达现场后，先是安抚受损职工的情绪，与连

队技术员到棉花地里查看受损情况并估算损失；另一方面与连队党支部书记、连长及

受损职工一同赶往涉案村民所在的村委会。

  胡艳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讲解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关于在沙漠地带严禁放牧的相关规定，引起了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胡艳明确指出问题的根本：“放养牲畜，未尽到看管义务给职工造成损失，是应该

赔偿的。”村委会工作人员立即联系涉事的两个村民，并要求他们尽快依法赔偿。起

初，两名村民不愿意，声称不是自家骆驼啃食棉苗。胡艳立即拿出了现场拍摄的照片，

照片上骆驼身上的记号清晰可见。面对事实，村民同意赔偿，但认为受损职工索要的

赔偿数额过高。

  “那咱们去现场看看吧。”胡艳带着当事人驱车来到现场。棉花地里一片“狼藉”，

大片棉花苗已成空秆，被踩踏严重。胡艳趁势又做起了劝说工作。

  两名村民同意了赔偿的数额，第二天就送来了赔偿款，并诚恳向团场职工致歉。

  “当一名合格的人民调解员，光懂法不行，还要耐心细致、用心用情，真正站在当事人的

角度考虑问题，设身处地，以心换心，才能赢得百姓的认可。”胡艳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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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胡艳送法到商户。

  图为胡艳向居民宣传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意义目的等。

  图为胡艳在调解一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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