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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钱月娟

　　

　　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法官，也是当事人心中的“知

心大姐”“好闺女”。

　　王红霞，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庭长，从事审判工作11年里，她用一腔真诚唤醒无数亲

情，平息家庭矛盾，修补家庭裂痕，挽救了无数个濒临破

碎的家庭，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亲情修补师”。

　　身为综合审判庭庭长，王红霞负责办理全院的家

事、发回重审、申请再审、司法救助、行政非诉审查、国

家赔偿、执行异议等8个类型的案件，面对案件类型多、

案多人少的困难，她毫无怨言。面对《法治日报》记者提

问时，她坦言：“有时候，确实感到很辛劳，但每当看到

群众焦虑期盼的眼神或满意的笑容时，就觉得辛劳是

值得的。”

当事人的“知心大姐”

　　“感谢法官这么耐心的调解，让我们懂得了夫妻之间

彼此理解和包容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已经解开心结，以后

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2020年3月30日，在安康市紫阳县

人民法院家事法庭上，一对小夫妻一个劲儿感谢她不懈

地调解，挽回了他们这对“负气”离婚的夫妻。

　　郑某与文某相识后结婚，婚后一年后有了小宝宝，一

家三口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婚后，这对小夫妻却因一

方长期在外打工缺少沟通闹起了离婚。

　　“如果离婚了，既会给家庭带来经济损失，也会给幼

小的孩子带来不良影响，还会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很多不

稳定的因素。”王红霞告诉记者她当时的想法。

　　王红霞把原、被告双方分别带到调解室询问，了解到

原、被告双方结婚的感情基础尚好，只是近两年随着孩子

的出生家庭开支增大，丈夫文某一直在外打工，忙于生计

很少与原告联系，每年也就是过年回家一次，而妻子郑某是个感情丰富细腻的

人，看到别的家庭夫妻和谐，一气之下也外出打工，每天忙到深夜。看着一同打

工的姐妹们经常有爱人打电话嘘寒问暖，而自己的丈夫不仅电话少，就算有电

话也说不了几句话，时间一长，夫妻感情就出现了裂痕。郑某一纸诉状将文某

告上法庭要求离婚。

　　受理该案后，王红霞觉得两人并没有原则性矛盾，婚姻关系也没到山穷水

尽的地步，孩子这么小，急需父母关爱。于是将这对小夫妻带到布置温馨的家

事法庭进行调解，引导双方回忆以往甜蜜的岁月，敞开心扉说说夫妻之间最大

的隔阂，多想对方的长处，唤起彼此的谅解。

　　双方抵触的心理逐渐舒缓下来，妻子郑某一提到孩子就泪流满面。通过一

番诊断式调解、家庭式审判，文某主动认错，当着法官的面给原告写下保证书，

并对今后的生活做了规划。郑某也原谅了丈夫，当庭撤回了起诉，夫妻俩手挽

手地离开了法院。

　　后来郑某给王红霞发来短信：“王法官，你真是我的知心大姐，谢谢你。”王

红霞十分欣慰地回忆道：“再多的

嘉奖和荣誉也不如当事人温馨的

话语暖心啊。”

老人心中的“好闺女”

　　张大妈育有两个儿子3个女

儿，曾在2013年与儿子刘大、刘二

签订了赡养协议。老伴由大儿子

赡养，张大妈由小儿子赡养。

　　后来老伴去世，小儿子遭遇

车祸，儿媳离家出走，虽有三个女

儿帮衬，张大妈的生活还是没有

保障。一气之下，张大妈将两个儿

子诉至法院，要求他们承担赡养

义务。

　　办理此案的王红霞经过几次

走访，决定在张大妈院中开庭，邀

请双方的亲属、当地村干部及村

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庭审。她

以亲情作为调解工作的切入点，

有针对性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向其子女释明“百善孝为先”，儿女不忘养育

恩，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红霞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刘大深感愧疚，当场拿出1000元给张大妈，就

赡养方式和给付赡养费达成调解协议。王红霞又亲切地提醒张大妈，人老了要

少操心子女的闲事，母慈子孝，一家人才能和好美美。

　　此后每当节假日有时间，王红霞就去回访张大妈，张大妈乐呵呵地告诉

她：“好闺女，是你帮我挽回了亲情，我要快乐地活到一百岁。”

　　“她总是能够通过以案说法，以法释理为当事人播下遵纪守法、文明向善

的种子，充分发挥着民事审判平复社会矛盾、指引社会行为的社会治理功能。”

王红霞同事如此评价。

群众的“亲情修补师”

　　2019年年底，年近六旬的陈某因儿子的工亡抚恤金和儿媳余某协商多次

未果，于是诉至法院，翁媳之间几乎反目成仇。

　　王红霞几次到陈某居住地调查情况，达成初步调解意见后双方又几经反

复。王红霞多次上门谈心做工作，邀请原、被告所在的村组干部和他们家族有

威望的族人，对双方进行思想疏导，把亲情放在第一位。庭审时，王红霞又邀请

了陈某正在读高中的孙子与爷爷谈心拉家常，让爷爷感受到晚年生活的希望。

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调解，最终双方当庭和解，就抚恤金的分配达成一

致意见。孙子、儿媳扶着陈某和和气气地走出了法院，重拾天伦之乐。参与调解

的村干部对王红霞敬佩至极，说：“你是亲情修补师啊！”

　　王红霞就是这样用耐心、爱心、公心履行着一名法官的职责，把修复家庭

关系，弥补亲情作为办案的终极目标，把一件件“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审判得一

清二白。

　　2018年以来，王红霞办理各类民商事案件400多件，调撤率达70%以上，所

审理案件无一件发回重审和改判、无一件信访和投诉，先后荣获陕西省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法院调研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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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红霞审理案件中。

　　图为王红霞耐心对当事人进行心理

疏导。

□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苏雪

　　“在检察院工作已逾10年，心早就扎根在

这里，我热爱这身检察蓝。”浙江省海宁市人

民检察院林小芳如是说。

　　10年间，从打击犯罪的公诉人到保护公

共利益的公益诉讼人，林小芳和部门干警们

在海宁这片热土上用满腔热血谱写忠诚，用

无悔青春照耀检徽。

“体检表”带来放心水

　　“有了这张‘体检表’，以后喝水就安心

啦！”2020年3月，海宁市某居民小区开展“现

制现售饮用水公益诉讼回头看”时，小区一大

伯见到林小芳后说。

　　2020年1月，海宁市检察院12309举报中心

接到群众举报，称所在小区内的饮水机长期

处于无人维护状态，水喝起来有一股怪味。

　　接到举报后，林小芳带领办案团队迅速

进驻该小区实地勘查，同时举一反三，对全市

200余台现制现售饮用水机进行了地毯式排

查，发现这类机器普遍存在出水口锈迹斑斑、

机器内长满青苔等问题，设备滤芯是否定期

更换更是无法查明。

　　随后，林小芳联合技术部门的同事对部

分饮用水进行了采样，通过快检室检测后，发

现水样的余氯值严重超标。据此，海宁市检察

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其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现制现售饮用水专项

整治。

　　“虽然疫情当前，行政机关工作开展困

难，但是危及老百姓舌尖安全的问题刻不容

缓。”林小芳说。发出检察建议后，林小芳即时

跟进，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

　　不到一个月时间，200余台现制现售饮用

水机均整改完毕，每台都贴上了包括龙头消

毒、外机保洁、滤芯更换、水质检测等内容的

“体检表”，让老百姓喝上了健康、纯净的“放

心水”。海宁日报对该案进行了专题报道宣

传，该案也被省检察院在全省推广。

野生动物救助到位

　　“感谢你们及时送这些野生动物来救助

站，否则这些野生动物将很有可能面临死

亡。”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管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从检察官们手中接过100多只野生龟、绿鬣

蜥、球蟒时连连感叹。

　　2019年，林小芳在办理李某某非法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时发现，李某某发展

全国各地100多人建立“海宁龟友”微信群，在

微信群中非法买卖野生动物，严重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

　　案发后，公安机关陆续从李某某等人住

处查获各类野生龟以及绿鬣蜥、球蟒等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活体100余只。经鉴定，这些野

生动物均为我国一级或二级保护动物。

　　“该案相关违法犯罪人员被查处，但是查

获的野生动物尚未救助到位，这事耽搁不

起。”林小芳迅速联系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行政

机关，第一时间将这批动物安全转移到浙江

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管理中心，确保它们得

到安全救护。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长远地关注

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疫情防控，海宁市检察院

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出台《关于

行政违法和公益损害线索双向移送保障疫情

防控工作的协作机制（试行）》，形成了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的合力。该机制获

得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高度肯定。

杜绝危险区域扫码

　　林小芳所在的公益诉讼办案团队，始终

坚持“事要往前做”的原则，在高风险安全领

域向前延伸监督触角，各个击破，防止实害。

2021年3月23日，最高检、应急管理部联合发

布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海宁市

检察院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隐患

行政公益诉讼案》就是这一原则的生动

体现。

　　2020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浙江石油

分公司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篇文章《疫情当

下，您不下车即可加油付款》，引起了林小芳

办案团队的注意。

　　经走访调查，林小芳和她的同事们发现，

海宁市辖区内62家加油站均存在工作人员在

油枪旁让车内车主手机扫码支付加油费、加

油机旁印有可供手机扫描的二维码等情形，

这样的支付方式虽然给车主带来了便捷，但

是扫码支付发射的功率可能引发射频火花，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这些加油站紧临海宁市客运中心、居民

小区、建材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爆

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将面临巨大风

险，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林小芳说。

　　林小芳所在部门第一时间邀请了省安全

协会专家召开专题会，并联系通讯部门进行

手机电磁辐射实验，同时，又专门召开了公开

听证会，最终得出“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

码支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结论。

　　2020年7月7日，海宁市检察院向应急管

理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对辖区内

加油站开展专项排查，依法查处违反危化品

安全经营的行为，并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同时

加强日常监管，切实消除支付安全隐患。

　　发出检察建议后，应急管理部门积极落

实整改，辖区内62家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扫

码支付全面叫停。

　　作为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对人民幸福

的守护、对保护公益的决心、对检察工作的热

爱，始终激励着林小芳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

个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

求真务实守护公益的检察官林小芳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箫剑 赵珊珊

　　“张汇！张汇！醒醒！你怎么了！快叫救护

车！”8月8日21点4分，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疫

情防控专班办公室门外传来阵阵急促喊声。

当晚，该局民警、数据研判专家张汇，由于连

续加班20天，过度劳累晕倒在疫情防控工作

岗位上。

　　经及时送医救治，当天23点25分，张汇苏

醒过来，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请求归

队。被上级领导拒绝后，他又通过手机向同事

交代特殊防疫数据研判要点。

　　“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

一场守初心担使命的重大考验。”7月20日以

来，作为盐城市疫情防控专班数据研判工作

的“领头羊”，张汇主要负责研判中高风险地

区来盐人员线索数据，为全市疫情防控守好

第一道“看不见的城门”。

　　连续20天，张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带

领研判小组的战友们天天守在一线，日夜忙

碌。饿了来一桶方便面，累了喝一罐功能饮料，

困了行军床上眯一会儿……通宵达旦、分秒必

争，他和同事们用一组组快速、高效、准确的疫

情数据，编织起一张牢固的“空中防疫网”。

　　今年42岁的张汇，面容清癯、头发花白。

2002年盐城工学院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考进

入公安队伍。2009年9月，市公安局情报中心

组建，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张汇从交通执勤

一线调到情报中心从事数据研判工作，成为

一名让数据“说话”的幕后英雄。

　　在疫情防控的“幕后战场”，张汇和同事

日夜奋战，为阻断疫情传播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人员从哪里来？经过哪里？现住在哪里？联

系方式是否准确……张汇和他的数据研判小

组必须从快、从准分析总结，为快核查、快隔

离提供可靠依据，以免延误对涉疫重点人员

的管控时机。

　　“每天涉疫数据基本都是几万、十几万

条，我们要从民航、铁路、旅馆、网吧、网约车

等海量数据中，研判、清理、去重、筛选、关联、

比对，下发出有效、精准的涉疫人员数据。”盐

城市疫情防控专班民警周晶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

　　快一点，再快一点！每快一秒、就更多一

分把握，这一秒的背后，是以张汇为代表的信

息核查指挥员无数个日夜的自我磨炼。为了

让“数据跑在病毒前面”，善于思考的张汇带

领疫情专班，积极对接相关技术人员，日夜奋

战，于2020年3月搭建了境外疫情线索查询平

台，并对平台多次升级，大大提升了数据梳理

比对效率及准确性，极大地提高了疫情防控

整体工作效能。

　　7月20日以来，张汇和他的数据研判小组

已经累计从300多万海量数据中，梳理下发32

万组翔实数据，精准涵盖所有中高风险地区

来盐人员，为基层落实核查管控措施提供有

力数据支撑。

　　“他闲不下来，这么多年，他是日常班、加

班、值班‘三班倒’，一年可能有200多天在外

出差，都习惯了。这20天，他都住在单位，只有

身上臭了才回来冲个澡，然后又匆匆回单

位。”妻子张艳眼里话里满是理解和心疼。

　　在大部分时间里，张汇就是面对电脑分

析那些数量庞大又毫无规律可循的电子数

据，从中寻找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数据研

判和其他警种不一样，其他警种接触的更多

是人，而我们接触更多的是计算机和网络上

的数据。”张汇说，数据是枯燥的，但当从这些

杂乱无章的数据中逐渐刻画出犯罪分子的

“模样”时，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

　　对数据研判充满热情，善于思考，做事认

真，张汇从最初的门外汉成长为一名数据专

家。“他经常同时跟四五个专案组，精湛的专

业技术为许多大要案侦破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支撑。”同事王恒说。

　　2018年，他被抽调到“2·28”网络传销案

件期间，细致挖掘涉案人员线索及脉络关系，

发现主犯兰某民等人逃匿线索后主动请缨前

往山西运城。5天5夜，他吃住在运城市公安局

盐湖分局情报办公室，及时发现涉案人员使

用车辆及藏匿地点，顺利抓住6名主犯，为案

件侦破发挥关键作用。

　　“因犯罪嫌疑人已移居国外，查询不到具

体信息，无法最终锁定抓捕对象。”一次，同事

向他求助。虽然有名字，但重名率高，身份信

息不确定。张汇通过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活动

轨迹，并通过对时空信息的研判，最终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就是眼前这个人！”同事

接收到图片，极为兴奋，立刻实施抓捕。

　　虽然没有战火和硝烟，只有一排电脑屏

幕上的一层微光；没有枪炮的轰鸣，只有键盘

和鼠标发出的嗒嗒声；一行行跳动的代码和

数据，就是张汇战斗的战场。多年来，张汇辅

助其他警种、部门破案120余起，支撑抓获各

类犯罪嫌疑人700余人。

  图① 张汇（左）与同事交流。

  图② 张汇使用平台分析疫情防控人员

信息。

  图③ 张汇与同事一起分析数据。

　　盐城市公安局供图  

让数据“说话”的幕后专家张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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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林小芳（左二）来到社区向社区居民问询了解现制现售饮用水机无人维护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