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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张爽，现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

副庭长，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她始终牢

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在深耕家事

审判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本职工

作放到维护辖区家庭和睦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

局中去考虑和把握。今年6月，张爽被评为“北京

市优秀共产党员”。

家事审判团队改革的先行者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开

展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成为试点法院之一，张爽所在的家事审判庭承

担起了这项任务。

  考虑到家事纠纷三分法理、七分人情，伦

理、道德、情感因素相融的特点，张爽结合两年

来的家事审判经验，不断探索创新，率先尝试组

建“3+2”家事特色审判团队，即在普通审判团队

一审、一助、一书的基础上，吸纳人民调解员和

心理咨询师作为团队成员，诉前、诉中、诉后全

流程跟踪化解家事纠纷。

  曾经有一对均年近80岁的老人离婚，双方

态度坚决，离婚理由却是生活中的琐事，老夫妻

俩轮流来找张爽“诉苦”，一来就从60年前相识

开始说起。也正是这些琐碎的诉说，让张爽敏感

地意识到老夫妻的感情依然还在，她请来团队

中的心理咨询师和人民调解员，与双方多年的

老战友一起调解，让老两口在法院也能感受到

关心和温暖，最终两位老人和好如初。这种柔性

的家事案件审理新模式，修复了亲属间的情感

裂痕，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家事审判创新机制的推动者

  在专门审理家事案件的6年多里，张爽结案

过千件，并以“治家庭的病，解社会的忧”为己

任，把百姓的家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办，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借助家事特色审判团队结构多元化、团队

构建开放性的优势，张爽将全流程调解、心理疏

导、判后回访、反家暴联动等工作机制融入审判实践，充分发挥审判实现公平正义、调解促进

家庭和睦、疏导缓解抵触情绪的全方位家事审判新模式的作用，以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合法权益为根本目标，办理的多起案件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之前，张爽审理过一起特殊的赡养案，一位母亲起诉自己的独生女，要求其支付赡养费，本意也

不是想要钱，而是女儿十多年来都将她拒之门外，母亲想见女儿、求助无门，不得已到法院起诉。

  如果仅依法审判，对法官来说很简单，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张爽将心理疏导机制

引入审判，几次工作后，母亲和女儿终于在家事调解室得以坦诚沟通。这位母亲事后对张爽

说：“这个案子你们怎么判我都满意，这是我

和女儿这几年唯一一次坐下来好好谈话，女

儿终于肯和我沟通了，谢谢你们。”

妇女维权事业的排头兵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家事法官们关注

的重点。反家暴法施行之初，张爽就积极参与

普法宣传工作，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担任电

台法治节目嘉宾、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等

方式引导公众转变观念，促进妇女群体提高

维权意识，使潜在家暴受害者能够采取多种

救济途径保护自己。此外，她还通过西城法院

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绿色通道”，对多起涉家

暴案件的女性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

  在一位年轻女性李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一案中，经西城区妇联统筹协调，张爽第一

时间与受害人谈话并向公安机关调取材料，

考虑到受害人情绪不稳定，她多次对受害人

进行安抚，并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使受害人

能及时与法官取得联系，缓解其紧张情绪。案

件审结后，张爽通过判后回访机制继续与李

某保持联络，至今已长达两年，定期了解其生

活和心理状况，并向区妇联申请为李某安排

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

  张爽说，她将继续和其所在的家事审判

团队一道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治家

庭的病，解社会的忧”为己任，为推动全社会

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

家庭美德、实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而不懈

奋斗。

法官张爽：
治家庭的病解社会的忧

屡破要案

　 王东玉是凤凰边检站四级警长，平时温

柔亲和，工作起来非常沉着冷静，凭借自己的

不懈努力练就出一双“火眼金睛”。

　 2018年3月的一次入境检查勤务中，王东

玉通过事先核查，发现某入境航班载运一名

持中国普通护照的重点人员，且该旅客近期

旅行轨迹十分可疑。

　 “有情况！”长期的执法执勤工作经验使

她在脑海里浮现出这3个字。在该旅客进入候

检大厅前，王东玉便果断将其带入核查室，核

查发现其手机相册及笔记本电脑内有大量违

禁内容，后经多方查证，最终确认该旅客为网

上追逃的违法嫌疑人员。

　 同年11月的一次入境检查勤务中，一名

持韩国普通护照的旅客同样没有逃脱王东玉

的“火眼金睛”，其最终承认了2014年冒用某

国籍身份来过中国，并在华非法居留多日，此

次变换身份，企图蒙混过关。

　 据了解，自2014年入警以来，王东玉先后

查获网上在逃人员以及变换身份入境人员等

近20人，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被海

南省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被三亚市评为

“道德模范”。

言传身教

　　“东玉可是我们

科室的常客。”凤凰边

检站证件研究室民警

李鑫打趣地说。

　　王东玉热衷学

习反偷渡案例，经常

从证件研究室借去

缴获的伪假证件进

行研究对比，遇到不

明白的就向前辈积

极请教，逐渐练就了

一身坚实的“内功”

底子。

　　20 2 1年8月，海

南举办全省边检业

务岗位技能竞赛比

武 ，王 东 玉 主 动 请

缨，代表凤凰边检站

出战。在压力和困难面前，她没有退却。当

其他人还在梦乡时，她早已起床开始背诵

业务知识；当别人休息逛街购物时，她正拿

着厚厚的题库没日没夜地学习。最终，王东

玉凭着刻苦努力的韧劲，在这场业务岗位

技能竞赛中取得了团体一等奖、多个单项

第一的好成绩。

　　工作之余，王东玉还不忘做好“传、帮、

带”工作。将自己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

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其他同事。她随身携带的

一本写得满满的业务笔记，是大家争相借阅

的“宝典”。王东玉说：“自己的业务再好，浑身

是劲也不能完全派上用场，只有让更多的人

掌握了业务技能，才能更好地守好国门，站好

每一班岗。”

战疫先锋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大

年初一，王东玉主动请缨加入凤凰边检站“党

员突击队”。

　　凌晨4点，来自泰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的航班相继抵达，其中自重点疫区出境后从

三亚入境的中国籍旅客有20余人。通过信息

预查，发现有旅客存在非法出入境嫌疑，需要

在航班抵达后当面询问确认。

　　“我是‘党员突击队’一员，执法也有经

验，让我去吧。”得知此情况，王东玉毫不犹豫

地向队长请缨。她穿戴好防护用具，快步走向

海关检疫隔离点。当她完成任务回到备勤室

时，汗水顺着额头不断往下滴。

　　“害怕不？”同事们纷纷问道。“咱防护到

位，操作规范，不会有问题的。”朴实无华的话

语，透露出了王东玉的干练和自信。

　　数据见证了她对工作的专注用心。疫情

防控期间，王东玉共排查分析出入境航班636

架次、涉疫数据2000万余条，精准筛查推送涉

疫可疑人员7716人次，查获非法居留、非法入

境等违法案件22起，并获得了全国移民管理

机构百名成绩突出民警、三亚市第四届爱岗

敬业类道德模范等殊荣。

　　如今，王东玉正积极备战2021年全国边

检业务比武。她说：“现在利用工作之余准备

大比武，主要准备跟我们边检有关的边检业

务、法律法规这一块内容，希望自己能有一个

好成绩。”

民警王东玉：
守护国门的“火眼金睛”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文/图

　

　 坐在电脑前，王东玉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当筛查发现可疑人员数据后，她立即向海南省三

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推送疑似“三非”人员线索。

　 王东玉，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凤凰边检站执勤五队数据核查专班民警。受疫情影响，飞往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相继停航，王东玉主要负责后台大数据分析，在国内航班到达之前筛

查乘客信息。

　 今年以来，王东玉通过数据筛查推送预警数据协助三亚市公安机关查获非法居留、非法入境等

违法案件22起。“东玉姐能力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队里的精英，很厉害。她是我们的榜样。”与

王东玉共事的蒙绪顺这样评价她。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周耀军 李斌

  陈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七里店街道神仙岭社区网

格员，她还是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永州市第

三、四、五届人大代表。2020年6月以来，陈萍担任零陵区人

民法院特约调解员，创建“陈萍调解工作室”，专门负责案件

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截至2021年8月，陈萍共调解各类民事

纠纷1498件，调解成功1303件，调解成功率达86.98%，调解成

功的案件主动履行率在92%以上，为辖区诉源治理和平安

创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她的先进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2021

年2月被评为全国“平安卫士”。

  “做好调解工作，无非就是比网格员更用心而已，用心

观察、用心倾听，就能发现案件调解的关键线索。”陈萍说。

担任特邀调解员来，陈萍特别强调用心，在交谈中发现线

索，倾听当事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今年6月，陈萍在调解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时发现，由

于双方情感关系复杂，经济上的纠葛也颇深，矛盾异常尖

锐。陈萍没有急于调解，而是在双方不断扯皮和争吵中梳理

问题焦点。经过近一天的交谈，陈萍终于得知男方并非孩子

生父，虽有孩子的抚养权但实际上却交由孩子奶奶抚养。在

了解到这个关键问题后，陈萍因势利导做男方工作，最终双

方和平协议变更抚养权。

  陈萍当过代课老师，做过生意，在社区工作十多年，有

着十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这使得她在调解中能够快速

找准案件症结。

  2020年10月，一对兄妹因为借贷账目不清闹上法庭，双

方脾气都很火爆，一言不合就大吵起来。在与两人单独谈心

时，陈萍敏锐地察觉到，双方都指责对方不讲兄妹情，两人

的分歧可能不是金钱而在亲情上。于是她从兄妹亲情着手，

多次开展背靠背调解，舒缓敌对情绪，修复兄妹亲情，找到

双方分歧节点，同时通过双方的家人共同做工作，兄妹两人

终于放下成见，握手言和。

  为做好调解工作，陈萍对调解室的布置也十分用心。在

她的提议下，增设了一部服务热线电话，购置了一个储物

柜，增添了一套茶水柜，配备了常规急救药品等，一点一滴，

无不体现其良苦用心。

  “调解，其实更多的是要学会换位思考。”陈萍认为，调

解中要尽量做到与当事人共情，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把

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把法律解释到位。

  2021年5月，一对老人房屋翻修安装的外开门阻挡了隔

壁邻居的进出被其诉至法院。案件分到她手上时，两次调解

都不欢而散。陈萍于是联系到老人在外工作的儿子，让其换

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家的门被邻居挡了会怎么想呢？通过做

通老人儿子的工作，将门由外开改为内开，使得案件圆满

解决。

  陈萍不仅督促当事人换位思考，更是把自己也带入到

当事人的角色，在细节上照顾到当事人的情绪和感受。对大

清早赶过来的当事人，陈萍往往会给他们带几个包子；中午

调解得比较晚，她也会向食堂申请给当事人一份午餐。正是这些暖心的细节，让

当事人感动之余，也把矛盾纠纷调解了。

  “调解是黏合剂，但不是和稀泥，法律底线不能突破。”陈萍强调，虽然诉前调

解的大多是一些法律关系并不复杂的案件，但必须坚持依法认真对待每一起

案件。

  2020年7月初，陈萍收到了6名劳动者向某竹木公司讨要工资案。公司负责人

以受到疫情影响公司经营困难为由提议减少部分工资，以“共度时艰”。但陈萍经

过审查后发现工资已拖欠3年之久，没有同意减少的请求。在陈萍的劝解和坚持

下，该公司与劳动者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在半个月内支付所有拖欠的工资。

  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让陈萍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2020年9月中旬，一对

夫妻以妻子有外遇为由到法院申请调解离婚，并要求出具调解书。陈萍根据当事

人神情语态及生育状况、财产分割等细节，敏锐地察觉到双方“假离婚真逃债”的

意图。尽管双方一致同意离婚，但陈萍审查后仍没有为双方出具调解协议。

  有20余年扎根基层工作的经验，经过这一年多诉源治理的艰辛探索，陈萍以

热情、耐心的调解方式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不仅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更得

到了当事人和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铸造了永州乃至湖南人民调解的一块响亮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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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陈萍在调解室主持调解。

  图为陈萍（右二）在调解物业纠纷案件。

  图为王

东玉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

场口岸执勤

现场。

  图①② 张爽在向当事人了解家事诉讼背后的故事。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