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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谭晋怡

  自诩90后的年轻“法师”顾玫，是江苏

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旺庄人民法庭

员额法官，同时，她也是个网红，被粉丝亲

切称为“大玫”。闲暇时，顾玫常常在餐巾

纸上、小本本上、一切可以画画的角角落

落里留下自己的墨宝，用漫画小故事调侃

身边人。画完了，她将这些内容放在朋友

圈里供大家“欣赏”。时间一长，顾玫就成

了朋友圈里有名的“灵魂画手”。

  就是这些闲暇“灵魂之作”让大玫成

为朋友圈的红人，让她没想到的是，一画

就画成了“正规军”。2019年6月，“大玫法官

说家事”栏目正式诞生，以生动的案例、可

爱的连环画形式在新吴区法院微信公众

号上解读家事法律，包括婚姻、继承、赡

养、反家庭暴力等方面内容，为大家不定

期说“家事”。

  在大玫笔下，她化身成一个胖胖的女

法官，经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叫作“大

胖”；而当她主持公道时，又化身为额顶月

牙的“玫青天”。“一开始画的时候也担心

群众会说法官画画普法不够严肃。”大玫

坦言，刚开始创作时也很是忐忑。

  但最终的结果让第一个吃螃蟹的大

玫和她背后的法院推手们感到欣喜———

轻松幽默的普法漫画，让“大玫法官说家

事”栏目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众多读者的

追捧。目前，该栏目已经推出十期，内容涉

及家暴、嫁妆彩礼、婚姻中财产纠纷、恋爱

期间财产往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等

多方面。

  时常在大玫笔下出任男一号的“大

海”正是她的丈夫毕俊，也是一名基层法

院的法官。“在我眼中，大玫并不是什么网

红法官，她就是一名始终用真诚、无私和

公正回馈社会的普通女法官。”毕俊说。

  2020年11月，新吴法院依托“大玫法官

说家事”品牌建设成果，与无锡妇联组织

联合，在旺庄人民法庭建立了无锡首个家

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大玫法官工作

室”暨“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工作室由

大玫法官领衔，集人民调解、联动培训、普

法宣传、公益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着力构

建区、街道、社区三级调解网络。

  就在工作室成立不久，顾玫收到了来

自张某的求助信。原来，张某的丈夫李某

在短短4天内，先后两次殴打张某。经医院

诊断，张某左上肾、左肩、左食指多处搓

伤，闭合型颅脑损伤轻型。

  张某告诉顾玫，丈夫李某是一个疑心

很重的人，经常怀疑自己与别人有不正当

关系，不仅殴打她，还不让出门。在张某搬

走后，还经常到她上班的地方蹲点，因此

希望能申请人身保护令。

  当即，顾玫就找来了李某，尽管李某

承认对张某动了手，但表示张某也打了

他，算是互殴，而且动手也是因为张某多

次欺骗自己。经慎重考量，顾玫认为依据

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李某对张某的身体已

经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而李某对自己是

否受伤、受伤程度均未提供证据。综合考

虑争执过程中双方的体能和身高等身体

状况、伤害情形和严重程度对比，顾玫认

定李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且李某跟

踪、蹲点的行为，还存在“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

  几天后，顾玫就作出了裁定，拿到裁

定书的那一刻，张某终于松了一口气。“这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李某一旦违反是要承

担法律责任的。别怕，有问题只管来找我

们。”顾玫笃定地说道。

  张某的遭遇绝非个例。面对生活中屡

见不鲜的家庭暴力，作为主审家事纠纷的

法官，顾玫还想多做点什么。今年3月，无

锡中院和新吴法院联合制订了《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操作手册》，手册对申请

人身保护令的流程进行了明确。在随后

各类法治宣传活动中，顾玫就成了“行走

的宣传机”，她主动向听众发放手册，细致

科普家庭暴力的认定和人身保护令的申

请方式。

  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隐私，2021年6

月，筹备已久的“大玫解忧信箱”正式投入

使用，并同步开通线上信箱，这是“大玫法

官工作室”联合妇联组织深入推进诉源治

理的又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全市首创的家

事解纷新举措。

  除了法律界的“画手担当”，顾玫还是

个从业10年的资深法官，10年来已办理各

类民商事案件近2000件，化解家事纠纷案

件1000余起，曾先后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个人”“全省政法先进典型”等

多项荣誉。

  “作为法官，要从专业角度为当事人

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更需要多多磨

炼专业技能，将工作室覆盖范围进一步拓

展，成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一方新天

地。”顾玫说。

  图① 顾玫为百余名妇联干部宣讲婚

姻家庭法律知识。

  图② 顾玫（右一）与同事商量“大玫

说家事”栏目运营。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艰苦工作就像担子摆在

我们面前，就看我们敢不敢承

担。”翻看王丽生前的工作日志，

同事们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王丽，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

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委会专职委

员、一级检察官，2021年5月5日

因 积 劳 成 疾 不 幸 去 世 ，年 仅

45岁。

  从事检察工作24年，王丽始

终坚守在基层司法办案一线，办

理了1000多起案件，在上级组织

的案件质量评查中，被抽查到的

案件均被评为优秀案件。在被确

诊为胆管肿瘤晚期后，她不顾病

痛，依然奋战在扫黑除恶“战场”

上。2021年7月，河北省人民检察

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追

授王丽为“河北省模范检察官”。

  践行初心使命生命

不息工作不止

  2019年7月，秦皇岛市检察

院将北戴河新区公安分局侦查

移送的一起涉嫌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案件指定卢龙县检察院

办理，王丽接过了具体牵头办案

的重任。

  这是一起典型的疑难、复杂

案件，已经拘留逮捕20多人，案

情时间跨度长达数年，涉案人员

较多且背景复杂，案件事实并未

完全查清，每一名犯罪嫌疑人、

每一起犯罪事实都需要做好定

性定罪、固定证据等工作。逐起

核查追查案情，逐人定性定罪，

阅卷、提审、研判、汇报、会商、撰

写起诉书……王丽带领同事们

马不停蹄往返于各个办案地点，

每每下班回家时已是深夜。

  就在办案期间，王丽的身体

已经出现不适，时常腰疼腹疼，

无法躺下入睡，但她却一直隐瞒着病情，

硬是扛着病痛没吭一声。丈夫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她却说：“没事，现在正是办案的

关键时刻，等这起重大案件办得差不多了

再去医院。”

  2020年5月，王丽在家人强迫下到医

院进行检查治疗，经诊断她的病情已到了

胆管肿瘤晚期，需要马上手术治疗。就在

手术前两天，王丽仍坚持让丈夫把她送到

单位，她执意要把起诉书写完，不料昏倒

在办公桌前。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王丽始终心系办

案，经常与前来探望的同事们研讨案情。

2021年春节前，手术后身体刚刚有所恢

复，王丽就来到单位向领导要求春节后上

班，她说：“我虽然没有力气像以前一样直

接办案了，但是待在大家身边随时讨论疑

难问题还可以，只要我还有力气说话，就

要为办案出把力。”谁也没想到，这是她最

后一次来到单位。

  坚持司法为民心系百姓服

务群众

  2010年6月，公安机关移送卢龙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鲁某等4人涉嫌损害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案件。为了夯实固定证

据，王丽丢下只有4岁的儿子，先后两次

和办案小组成员奔波4000多公里，赴辽

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11个市

县进行调查取证。途中王丽在山西中暑

晕倒，找了个诊所输了一瓶液就又返回

取证现场。

  在法庭上，面对被告人的百般抵赖和

多名辩护律师的唇枪舌剑，王丽冷静思考

沉着应对，用事实和证据捍卫了法律尊

严，法院最终对4名被告人依法作出了有

罪判决。

  王丽自觉把党的宗旨落实

到司法办案中，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司法理念，努力把每一起案

件都办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相统一的优质案件。

  卢龙县一村干部勾某未经

国土部门批准，擅自在本村和其

他两村交界的耕地上非法采矿，

形成一个面积达20多亩、深几十

米的矿坑。勾某在当地有一定势

力，被占用耕地的农户不愿、不

敢作证，加之相关证据不好确

定，导致该案久拖不决。

  为了突破案件、取得第一手

资料，王丽利用中午和晚上时

间，着便装、骑自行车到现场取

证，饿了吃口烧饼，渴了喝口凉

水，晚上就找个地方和衣而眠。

群众看了深为感动，纷纷提供有

力证据，还有许多人送来热乎乎

的饭菜。

  王丽还从卢龙县档案局调

取了涉案村1994年以来的分地

台账，查实了每户被占用耕地的

亩数和具体地理位置，确定了勾

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事实。

法院最终对此案依法作出有罪

判决，百姓拍手称快。

  “明明是一个小案子，为什

么要这么辛苦？”办理很多案件

时，总有年轻同事不理解地问。

“不要给案子分大小，每一起案

子对涉案家庭来说都是大事，我

们必须慎重，办好案子是对自

己、也是对别人的人生负责。”王

丽回答得斩钉截铁。

  坚守法律天平严格

司法文明办案

  2015年5月，卢龙县检察院

一名年轻检察官办理了一起危

险驾驶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

处被告人李某某拘役一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在对该案判决进

行审查时，时任卢龙县检察院公

诉科科长的王丽发现，该案被害人的诊断

证明书显示，其伤情可能构成重伤，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醉酒驾车致人重伤，应该

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不是危险驾驶罪。

  王丽带着年轻检察官再次对被害人

进行询问，得知其损伤程度经鉴定确实为

重伤二级，但他认为自己与被告人已经就

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就没有把伤情鉴定意

见提交给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据此，卢

龙县检察院依法审查认为，法院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该起案

件提出抗诉，秦皇岛市检察院支持抗诉。

最终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某某有期

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

  在王丽看来，虽然追诉犯罪是检察官

的使命，但是一味打击却不一定是最好的

方式，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

温度的司法更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6年，王丽在办理马某某盗窃案

时，发现该案具有情节轻微、取得谅解、初

犯偶犯等情节，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并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公安机关代表、律师代表等多方人员

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秦皇岛市检察院组

织各县区检察院派员观摩，并总结推广了

相关经验。

  认罪认罚工作开展后，王丽挤出时间

带领年轻检察官去看守所做犯罪嫌疑人

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相关规

定，总是能打开犯罪嫌疑人的心结，促其

认罪认罚，真诚悔罪。

  因工作成绩突出，王丽多次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2016年获评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提名

奖”，2019年被秦皇岛市检察院评为“扫黑

除恶先进个人”，2021年6月被秦皇岛市委

追授为“秦皇岛市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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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丽（中）生前走访帮扶的贫困户。    河北省卢龙县人民检察院供图

法官顾玫：从“灵魂画手”到普法达人

司法所长谭秀云：
红墙边上的“法律守门人”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文/图

  “呦，谭姐，又下户呐？”

  “是啊王大爷，我去李大妈家看看她

儿子去……”

  “嘿，谭姐，一刻也不闲着！”

  早9点，胡同里，北京市西长安街街道

司法所所长谭秀云骑着司法小电动，迎面

遇上了王大爷。谭秀云今年刚40岁出头

儿，但胡同里小到几岁的娃娃，大到七八

十岁的大爷大妈都喜欢叫她“谭姐”。

“一个都不能放弃”

  “可能因为我爱管事儿，社区、街坊大

事小事都喜欢找我。他们觉得找我能解决

问题，时间长了，大家都叫我谭姐了。”谭

秀云说，西长安街是首都的中心街区，号

称“天下第一街”，是党中央、国务院、全国

人大机关办公所在地，还有20几个中央单

位也都在街道辖区，那是一丝一毫都不能

出事儿的地儿。

  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面对社区矫正

和刑满释放人员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如何

确保这些人员思想稳定，不出闪失，这对

谭姐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社区矫正对象小李才21岁，父亲是精

神病患者，母亲扔下他们走了。因找工作

不顺，小李犯下纵火罪。他第一次来司法所

宣告谈话时，眼神里充斥着不满和仇恨。为

了帮助小李回归正途，谭秀云打破常规，请

来了社区主任、社区民警、心理医生、楼门院

长等相关人员一起商议，给小李量身定制个

性化的矫正方案，从身体、心理、生活以及工

作安排等各方面给予他温暖。慢慢地，小李

的眼神柔和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做好“两类人员”管理，维护地区稳定

是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谭秀云

曾经对自己承诺：“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矫

正对象。”

每年义务把关700余份合同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一个新课

题，2020年下半年行政执法职权下放到司

法所，司法所增加了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职

能，凡涉及街道对外签署的合同，都要事

先由所里审核把关。而这项工作，谭秀云

从2014年就开始做了。

  这些年，每年经谭秀云审核把关的合

同有700多份，不仅因为她是科班出身，更

因她对这里的大事小情实在太了解了。

  “那个时候，我白天入户，晚上回办公

室审合同，找出合同中的法律风险点，避

免街道坐上被告席。”谭秀云说。2016年，街

道要办一件好事儿——— 为居民免费更换

燃气设备。更换燃气设备，街道和居民要

签合同。签完合同后，律师看了都说没问

题，但谭秀云发现问题了。

  “安装以后，居民在使用的过程中出

现了问题或者意外，责任归谁？这点要说

清楚。完事儿以后我就让他们在合同最后

附了一个风险责任书，把可能会出现的问

题列清楚，责任在谁划分清楚，避免街道

做了好事又成为被告。”谭秀云说，自己做

合同审核工作的基础是之前在街道做社

区建设指导员，因此，街道社区签的合同

有哪些风险点，谭秀云比律师更有发

言权。

再难也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

  盛夏的中午，谭秀云正在所里和同事

们开所务会，一位居民愁眉不展地走进所

里，见到谭秀云就拉住她说：“谭姐，我可

真是没办法了，你得帮帮我啊。”

  这位情绪激动的张大姐，谭秀云已经

记不清她是第几次来找自己了。这一家兄

弟姐妹7人，因为继承胡同里一套老房子

的事打得不可开交，甚至还给自家妹妹门

上泼粪。

  谭秀云了解到，作为7个兄弟姐妹中

最小的女儿，张大姐居住在父母去世后留

下的这套价值900万元的房产中。此前，法

院已经按照赡养情况以及老人的遗愿对

财产分割进行了判决，但7人仍打成一团。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一起

法院都已经判决的案件。一旦打起了官

司，兄弟姐妹基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了。谭秀云深知调解的难度，但居民信任

她，找上门儿来，她无法拒绝。

  那之后，谭秀云带着司法所调解员逐

个走访当事人。白天不在家就晚上去，平时

不在家就周末去。整整5个月，他们不知吃

了多少闭门羹，听了多少难听话，但谭秀云

坚信只要工作做到位，一定能有效果。

  经过与几方当事人多次交流，采取

“背靠背”方式调解，做思想工作，7个兄弟

姐妹终于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签协议那天，7人中的大姐抱着谭秀

云落泪了，她说：“谭姐，没有你，真不知道

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她的话

也深深触动了谭秀云。基层群众对法律服

务有着迫切的需求，作为红墙边的司法行

政人，谭秀云深深明白，只有守护好每位

居民小家的安宁，才能换来大家的平安。

  近年来，谭秀云通过调解工作实践总

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工作方法。

“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引导情绪，情理法

相结合，巧用调解方式。”在谭秀云的带领

下，西长安街街道司法所党支部充分发挥

基层战斗堡垒作用，辖区310余件矛盾纠

纷调解，68起涉及拆迁、疏解等重大矛盾

顺利解决，圆满完成全国两会、国庆70周

年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

祝活动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

  保卫红墙，服务红墙，牢固树立红墙

意识，是谭秀云和所里同志们每天都要紧

绷的一根弦儿。作为工作在红墙边儿的基

层司法所所长，谭秀云默默践行着“我的

岗位我负责，我的岗位最安全，我的岗位

无隐患”的铮铮誓言，甘当红墙边儿的“法

律守门人”，地区和谐稳定的“法律服务

人”，为平安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图① 谭秀云（左）为居民开展矛盾

调解。

  图② 谭秀云（右）为居民普法。

  图③ 谭秀云（左）在社区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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