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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断案传递司法温度

　　在杨松华看来，法官于案件之中燃

起点点光亮，为失望的当事人送去希望，

也为迷失的当事人指引方向。

　　杨松华对主审的一起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案记忆犹新。

　　原告出生时，因医院的过错，导致其

身体残疾，经鉴定为脑瘫，生活无法自

理，需要终身护理。突如其来的横祸，让

这个原本生活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父

母为给其治病，四处寻医，欠下巨额医疗

费用。

　　杨松华组织双方调解，原告的母亲

听到被告的辩解时情绪一度失控。在司

法鉴定及审理期间，原告父母每隔一两

天就去法庭找杨松华，尤其是原告母亲，

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时而狂躁，时而悲

恸。作为承办法官，杨松华非常体谅他们

急于拿到赔偿款为孩子治病的心情，为

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引导他们早日走出

误解和偏执，他总是停下手头的工作耐

心倾听。

　　“有一次，原告的母亲在我办公室说

着说着就嚎啕大哭起来。我能感受到，她

为了儿子四处奔波，已经身心疲惫，到了

崩溃的边缘。”杨松华回忆说，“那个时

候，我没说一句话，认真听她把心里的苦

和委屈都说出来。”

　　当时，杨松华手头的案件很多，一些

同事劝道：“我们接待她吧，你处理手头

的案件。”他摇摇头说：“我是案件承办

人，你们接待她不合适，她也不会接受。

谁碰上这样的事，心情也不会好，说话也

不会好听。咱们要设身处地理解她。”

　　一次次倾听、一遍遍答疑，杨松华用

自己的耐心与努力赢得了这位母亲的信

任，当她最终拿到100余万元赔偿款时，

激动得泪流满面，拉着家人当场为法庭

干警鞠躬。

　　案件审结后，杨松华专程赶到涉案

医院，就如何防范医疗事故进行座谈。他

说：“我们法官办案靠天理国法人情，你

们医院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职责，关系到

人的生命和健康……”他的一席话深深

打动了在场的医护人员。　

司法建议“把脉”企业司法需求

　　“目前，156家相关企业已有93家进

行变更企业名称或注销，有40家承诺进

行名称变更，其中18家出具了承诺更名

的承诺函。”2021年9月28日，杨松华收到

了河南知名企业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的感谢信。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发现，在全

国范围内仅企业名称中使用“宇通”字号

的就达1100多家，其中有156家企业在经

营范围上和宇通公司高度重合，业务上

构成不正当竞争，甚至有的以“宇通”的

名义销售非宇通正品配件，严重损害了

宇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对公司的发展造

成较大的影响。

　　针对宇通公司遇到的问题，南曹法

庭联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与该公司品

牌部、法务部人员开展专题研讨，结合判

例，从维权依据和维权路径上，逐一给出

司法建议。

　　杨松华说：“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一家企业的经济实力、发展水

平。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刚

需，人民法院提供司法保护是知识产

权保护的‘压舱石’，也是法官的职责

所在。”

　　杨松华带领的南曹人民法庭成员业

务能力强、专业水准高，除办理传统民事

案件外，经上级法院授权，自2019年5月

起管辖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水区等7个

区（市）诉讼标的额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

作权、商标权纠纷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及上述区（市）的知识产权刑事、行

政案件，是郑州市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

化审判基地之一。宇通客车、UU跑腿等

众多知名企业都在法庭管辖范围内，仅

2020年就受理并办结涉企业知识产权案

1291件。

结合案例开展普法教育

　　UU跑腿就企业商标被侵权等问题

向法院提起诉讼。杨松华认真研究案情

发现，既有涉嫌侵权人的问题，也有企业

自身存在的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对相

关法律规定不熟悉。

　　杨松华带领干警深入UU跑腿走访

座谈，并以专题授课的形式，结合相关案

例对该企业品牌成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解析，建议公司确保商标显著性和独创

性，并建立商标监控体系、分层次维权。

　　“此次授课提高了我们的法律意识，

让我们意识到商标保护的高度和力度还

有待提升，我们将根据企业未来发展规

划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发生一些难

以处置的风险，采取预防为主的思路进

行知识产权建设与保护。”该公司负责

人说。

　　自幼在农村长大的杨松华，深知当

事人不知法不懂法付出的代价。他对办

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总要通过巡回审

判、公开宣判等形式，向群众以案释法，

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我累点没什么，如果当事人因我的

普法宣传，而不去做违法的事，避免了违

法带来的风险，那就是对我的最好奖

励。”面对因主动延伸司法职能不断增加

的工作量，杨松华总是微笑着对同事们

重复着这句话。

　　在杨松华办公室的墙角，放着一袋

生花生。很多时候，他上午要开五六个

庭，下午还要阅卷，错过正常饭点是常事

儿。因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他患上了胃

病。“顾不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剥一把生

花生吃，既能顶饱也能养胃。”他乐呵呵

地指着花生说。

　　回顾这些年的法官生涯，杨松华有

着这样的感悟：“这些纷繁琐碎的‘小案

件’，却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人心

向背所在。基层法官不仅要有丰富的法

律知识积淀，更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善于

倾听群众的声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利

益，只有做到头顶法律，心怀公正、心系

百姓，才能对得起胸前的天平，才能对得

起百姓的信任和重托，不管路走多宽、多

远，回头时，初心始终。”

杨松华：
一份好的判决胜败皆服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赵栋梁

　　

　　“你静静地听，听世间那些悲欢；

你默默地看，看穿了真相与谎言；你

用心思辨，辨出了丑恶与良善；你写

下公道，公道就在字里行间。”2013年3

月，杨松华被任命为河南省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时，郑重地

在日记中摘抄下这样的诗句。

　　杨松华浑身洋溢着诗一样的激

情。每当写判决的时候，他都这样提

醒自己，“判决对法官来说只是一起

案件的终结，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

他们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一份好

的判决，一定要在察民情、通民意、

解民忧的基础上法理明晰，这样才能

胜败皆服。”

　　如今，担任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南曹人民法

庭庭长的杨松华，是同事们公认的

“办案标兵”“办案能手”，他所在的南

曹人民法庭被评为全省人民法庭工

作先进集体。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徐海侠 王大千

　　

　　一个北京人，来到东北边疆勇挑重

担，他带领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职工建设

双河、攻坚克难，让中断近10年的执法任务

得以恢复；他扎根黑土地9年矢志不渝、初

心未改，在全国统一戒毒模式建设工作中

探索出一条求实创新之路，他就是北京市

双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所长张

昕航。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

很艰巨”

　　2012年5月，双河所体制改革正式启

动。2013年初，适逢双河所领导换届，张昕

航受组织委派到双河所主持工作。从祖国

心脏到东北边疆，从机关处室领导到基层

“一把手”，张昕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

是带着任务来的，知道任务很艰巨。”回忆

起9年前的情形，张昕航话锋一转说，“但确

实超出了想象。”

　　据介绍，双河强戒所原称北京市双河

农场，是北京远在黑龙江的一块“飞地”，

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境内，距北京

1500公里。双河地区总面积380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1.1万人，承担着强制隔离戒毒执

法、农业生产经营和社政管理服务等多项

职能。从当年的艰苦创业，到后来的鱼米

之乡，双河人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闯出一

片天地，打磨成为嫩江平原的明珠。

　　然而进入20世纪末期，双河体制跟不

上时代发展的脚步，经济社会状况出现了

问题。来到双河，张昕航深知要牢牢把握

此次契机，让体制改革落地生根见效，推

动双河稳步发展。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双河所的执法

任务中断多年。有句老话讲“军心不稳万

事难”，如果执法功能不能恢复，“飞地”的

基础不牢，民警队伍失去主业，何谈改革

发展。在上级统筹谋划和大力支持下，张昕航带

领党委一班人一手抓“硬件”，一手抓“软件”，着

手改变因长期不从事执法任务，民警队伍执法

理念和执法技术严重落后、原有设施达不到戒

毒执法标准等情况。

　　“硬件”方面，张昕航带领民警着手改造陈

旧破损的所管设施，使其符合执法标准。由于地

处东北，结冰期长、冬季气候寒冷，双河地区适

宜施工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在2014年到2015年

的短短一年间，张昕航带领大家加班加点施工，

完成了所管设施改造和升级工作，同时配置齐

全了戒治所需各项设备，使其符合强戒人员的

戒治需要。

　　在“软件”方面，张昕航着手加强民警戒治

方法的学习。2014年，所里选派几十名精干力

量，到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岗位

锻炼，深入“住区”边干边学，学习掌握戒治理念

和实操方法。

“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2015年6月，双河所中断近10年的执法任务

终于得以恢复。恢复执法任务以来，张昕航带领

双河民警职工筑牢安全基础、推进科学戒治、严

格公正执法，不断提升执法工作水平，被司法部

戒毒管理局评为“六无”强制隔离戒毒所，顺利

通过了司法部全国统一戒毒模式考核验收。

　　针对戒毒人员的实际戒治需要，张昕航和

所里精干力量与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的专

家业务骨干一起，共同起草形成了双河所

“3347”戒治工作指导手册，并总结出双河所《深

化推进统一戒毒模式建设“4321”戒治工作机

制》，在建章立制层面打下坚实基础。

　　其中，张昕航推动形成的“4321”戒治工作

机制，立足戒毒动机、自律管理、健康习

惯、社会支持4条戒治主线，围绕队伍影

响力、执行力和专业性3种能力，规范个

别化戒治和团体化戒治两种主要戒治

形式，突出项目化戒治这一个重点，在

全国统一戒毒模式建设工作中探索出

一条求实创新之路。

　　戒毒人员崔某平时情绪易激动，跟

班级其他戒毒人员关系都很差。“我都

40多岁了，身体不好，媳妇也不接我电

话，活着没什么意思，我还戒什么毒，就

让我自生自灭吧。”崔某常常把这样消

极的话挂在嘴边。对此，张昕航组织民

警为崔某制定针对性戒治方案，并结合

其特长开展无器械运动。经过一段时间

的练习，崔某的身体和情绪都好了起

来，还开始带动其他戒毒人员开展运

动。了解到崔某的人际关系有所好转，

张昕航告诉管班民警一定要把握住机

会，鼓励他重拾亲情。在写过几十封信

之后，崔某终于听到电话另一头妻子的

声音：“你要好好戒毒，等你回来，我们

一起开个小饭馆。”妻子的话让崔某提

升了戒毒的信心和生活动力。出所那

天，崔某对管班民警说：“放心，我回去

一定继续好好戒毒，好好生活。”

　　“毒品预防教育尤为重要，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张昕航带领双

河所积极与当地政府和社区联系，逐步

形成了戒毒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家庭，服务社会、服务戒毒者家庭、服务

戒毒人员的“四进三服务”工作体系。

“我们虽然是北京的戒毒单位，但服务

百姓的宗旨是不分地域的，禁毒工作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多做一分宣传就为

社会稳定多作一分贡献。”张昕航说，他

希望能在当地树立起“北京戒毒”的

品牌。

　　2017年以来，双河强戒所先后开展

了49次禁毒宣传、共建活动，受众人数

近8万余人，实现了区域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建共赢共担当。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双河疫情防控也面临巨大挑战。380平方公

里的双河辖区，常住人口近万人，彼时周边区县

均有病例出现，人员交织流动特别频繁，一旦疫

情防控关口失守，不仅民警、职工会被传染，所

管戒毒人员的健康也难以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张昕航抱着必胜的信念带领广

大民警职工和群众在市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迅

速行动，始终坚持“北京标准”，以确保民警和强

戒人员“双干净”“双安全”为重心，坚守戒毒所

疫情防控和社会面疫情防控两个阵地，筑牢双

河地区最外围防线，落实外防输入；筑牢17个居

民小区防线，实行封闭式管理；筑牢包括监管

区、封闭办公区、生产区在内的戒毒执法区防

线，做到“硬隔离”，最终取得了民警职工和戒毒

人员零感染、辖区零疫情的“双零”成果。

　　张昕航常说：“成绩的取得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我充其量算个带头的人。”他心里清楚，

这里的“大家”除了领导、同事，还有家人，家人的

支持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但也让他深深愧疚。

　　当问到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时，张昕航说：

“不后悔，但有遗憾，遗憾于缺失了对家人的陪

伴，遗憾于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遗憾于该再多

挤出点时间来工作。”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始终勉励

着张昕航，看着民警职工充满干劲，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社区居民安居乐业，他觉得之前的一切

付出都值得，也坚信在所有双河人的共同努力

下，这里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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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志锋 文/图

　　

　　“中午多干10分钟，群众少等两小

时”，这是马天柱担任法庭庭长后，要求

干警必须遵守的一项规定。

　　“许多路途遥远的当事人，来一趟法

庭不容易。”马天柱说，他在干警中开展

“进行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当事人”的司

法便民活动，目的就是方便群众，让大家

少等少跑腿。

　　马天柱是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新

添人民法庭庭长，26年来始终坚守在审判

工作的最前沿阵地，群众和同事们都称

他为“铁法官”“拼命三郎”。

　　但是，就算是“铁人”，也有撑不住的

时候。2013年11月18日，马天柱因为胸腔

积水住进了医院，经过几天几夜的急救，

他终于挺了过来。

　　出院后，本该好好休息的马天柱却

拖着还未完全痊愈的身体又投入到工作

之中。因工作业绩突出，2019年，他被评为

“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马天柱善于把“公序良俗”引入民事

审判，化解民事纠纷。

　　2008年，一对年近六旬的亲兄弟因为

名誉权纠纷闹到了新添法庭。起因是作

为兄长的被告在为母亲举行葬礼的经文

上没有写兄弟的名字，这在当地可算“大

忌”。当兄弟的自然会想不通，遂一纸诉

状将兄长告上法庭。虽然法律条文对此

没有具体规定，但被告的做法确实和“公

序良俗”相悖。

　　马天柱运用多年积累的法律知识，将

“公序良俗”引入民事审判，判决被告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800元。该

案审结后，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作为临洮法院第一批入额的员额法

官，马天柱每年办理案件300多件，排在全

院法官之首，所办案件中没有一起当事

人申诉和上访的案件。

　　马天柱的老家在临洮县偏远山区，妻

子因病去世，孩子2013年考入大学需要很

大一笔费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甘受清

贫、清白做人，默默挑起家庭大梁，不该拿

的钱坚决一分不拿。

　　在审理张某诉临洮某国有公司财产

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找上门来，给马天

柱送上一沓厚厚的人民币。马天柱严肃

地说：“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的。公正

处理每一起案件，是法官应尽的职责。如

果你把这些钱硬留在我家里，我会如数

上交到法院纪检监察室。”张某见马天柱

态度如此坚决，只能断了送钱找关系的

念想。

　　最终，马天柱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张某

经济损失51万元，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

　　该案宣判的那天，张某由衷地对法

庭说：“法律是公正的，你们的判决也是

公平的。”

　　“铁法官”也有温情的一面。2017年8

月，马天柱执行了一起汪某与邻居健康

权纠纷的案件。

　　汪某在邻里纠纷中将邻居打伤后拒绝

赔偿对方医药费等经济损失，被邻居起诉

至法院，案件判决后，汪某一直未主动履行

给付义务。后在执行中，经过多次协商，汪

某同意把家中的羊变卖后给付执行款。

　　当马天柱前去汪某家中执行时，发

现因汪某以前曾长期服刑，家庭经济不

富裕也是现实情况，但他的女儿小红却

十分懂事。小红平日要照顾年过七旬的

奶奶，放学回家后还要干各种农活，但学

习成绩却非常优秀。

　　马天柱将这一情况及时向院党组作

了报告，倡议全院党员为这个品学兼优

的孩子献爱心，并建立了助学基金。

　　从此，每个新学期开学前，小红都能

收到临洮法院的一笔助学金和资助物

品。2019年8月，小红不负众望，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

　　马天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

汪某，也挽救了汪某的家庭，使他们感受

到了司法的温暖。汪某由衷地表示，以后

一定遵纪守法，与邻里和睦相处。

　 图① 马天柱开庭审理案件。

　　图② 马天柱（左二）和同事一起研究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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