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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李欣

　　曾经，独立办案刚满5年的秦硕就办结过备受关注的热点大

案，2012年，在刑事审判领域深耕多年的秦硕从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调至少年法庭，从此有了解不开的“少年情

结”。从那时起，“最大限度挽救失足少年”成为她的工作重心，她

用爱引导歧途少年走上正道，与“黑手”争夺本属于孩子的阳光。

少年审判没那么简单

　　想当年，秦硕认为未成年人案件大多简单，“缺少技术含

量”，但是当她真正接触到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孩子们，她的看法

完全改变了。

　　秦硕翻看了少年法庭近年来的各类判决书，看到抢劫罪、强

奸罪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甚至判处缓刑，秦硕不仅没能很好地适

应，反而感到不解：同是刑事案件，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就是因为

“年龄小”？

　　困惑中，秦硕接手了第一起少年案件。一名高三学生为了向

父母证明自己不好好学习也有能力活着，实施了抢劫。那是一个

眼神干净得看不出一点杂质的孩子，完全颠覆了秦硕十多年来

对抢劫犯的认知。

　　开庭时没有剑拔弩张，家长、老师甚至被害人都在求情。“按

我之前的思维，抢劫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是不可能判缓刑的，但

这次，我想我应该换换思路了。少年审判，并不像我之前想的就

是孩子间小打小闹那么简单。”

　　后来，那个孩子被判了缓刑，并在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大学。涉少案件往往做不到“案结事了”，孩子和父母都希望能和

法官继续保持联系。案子宣判后进入了跟踪帮教阶段，经过7年

多的跟踪帮教，如今，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得到修复，并成功

回归社会。

　　也是从这个案子起，秦硕开始重新认识少年审判。她说，对

待孩子，不能用霹雳手段，而要存慈悲心肠，“除极端个例外，绝

大部分孩子的善恶只是一念之差，只要适时拉一把，都能回到正

途，我们多年的跟踪回访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般的刑事案件是就一个犯罪行为给出一个判决结果，要

考虑的是一些法定或酌定情节，但少年审判不一样。”谈到两者

的区别，秦硕说，少年审判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所以每起案子

都要考虑这个孩子如何教、怎么帮，再去找到一个对他来讲最好

的法律结果。

　　秦硕告诉每一个刑满释放的孩子，如果没有必要，她不会再

去打扰他们。但如果他们有需要，她会以法官之外的任何身份出

现在他们身边，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结一个案子帮一个孩子

　　2013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开始实行刑事、民事综合审判，少

年审判从“在帮教中司法”的1.0时代进入2.0时代。2014年，秦硕开

始带领少年法庭探索少年审判“首审责任制”，建立法官与涉诉

未成年人的一对一管理模式。

　　每一位少年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都必须详细调查和了解

涉案未成年人的情况，主动发现危险点和风险点，并且及时干

预、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这项工作

在试点运行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秦硕和同事们就认准一

点：这么做对孩子有好处。“事实证明，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2019

年，这项制度正式对外发布，成为常态化工作制度，并获评首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

　　未成年人的生活相对简单，家与学校两点一线，但在少年法

庭，这两个点却并不简单。

　　2016年，秦硕审理了一起变更抚养权纠纷，父母都坚持要抚

养10岁的儿子。由于双方分歧很大，按照法律规定，要对孩子进

行专门询问。法庭外，秦硕发现当孩子听到母亲的声音时，表现

出超出年龄的冷漠。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单独询问时，这个男孩

一提到“妈妈”就会出现生理性呕吐，与母亲在一起时混乱的生

活、无休止的指责让他充满了恐惧和失望。秦硕让孩子给妈妈在

1到10之间打个分，他说，我给她打0分。

　　2018年，秦硕审理了一起校园侵权案，9岁的小女孩在学校参

加舞蹈兴趣班，因为下腰没有控制好，一个屁墩儿坐在了地上。

貌似只是小小的失误，后果却非常严重：因脊髓受损，又错过了

最佳抢救时机，小女孩腰椎以下终生瘫痪，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秦硕请教了舞蹈院校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10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如果不是要在未来从事专业的舞蹈工作，在没有保护措施的

情况下，不要进行下腰等专业动作训练。

　　虽然学校在收到判决后迅速执行了赔偿款，但在秦硕看来，

很多问题不是一纸判决就能解决的。“比如这个9岁就全身瘫痪

的小女孩，生活不能自理，她妈妈不得不辞职全天候在家照顾

她，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这是赔多少钱都补偿不了

的。而我能为她做的，实在是有限。”

　　还有她曾审理过的名师家教性侵案、校门口“咸猪手”案等

等，这些案子，让秦硕开始重新审视少年审判的作用与意义。“我

们不仅要斩断伸向孩子的黑手，还要把我们审理过的案例告诉

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通过合理的警示预防，从源头上尽可

能减少伤害的发生。”为此，秦硕制定了新的审前预防工作方

案——— 把法官送出去，把孩子请进来，把典型案例转化成普适化

的法治课程，针对学生、家长、一线教师、学校管理层等不同群

体，进行有侧重的法治教育。

护航成长步履不停歇

　　“少年法庭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你可以一

纸判决让他锒铛入狱，也可以付出心血，帮他重回正途。”秦硕

说，自1987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以来，这句话就印在每一名

法官的心中。

　　秦硕的身份一直是多重的。除了是法官，她还是区妇联的兼

职副主席，要为海淀区的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建言献策；她还是北

大附中、中关村二小等多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负责在青少年

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

　　为什么要给自己不断加码，将本职工作无限延伸？秦硕的回

答是：只要是对未成年人有利的事情，我都要尝试。

　　近年来，海淀法院少年法官的足迹遍布海淀区、朝阳区50

余所大中小学及海淀区、石景山区全部幼儿园，惠及万余学生

与家庭，开放日的名额也经常供不应求。“有人说，这不是法

官该做的工作，确实不是分内工作，但是作为一名少年法官，

相比审结一个案子，我们更想帮一个孩子照亮未来。对少年法

官来说，‘公平正义’与‘舐犊之情’同在。”秦硕经常发出这样

的感慨。

　　2020年，秦硕作为基层法院代表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工作。2021年，她作为全国法院唯一代表连

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讲述司

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如今，海淀法院少年审判已经升级到了3.0版，“2+1+2”防护

型少年审判“海淀模式”正式上线，全面开启未成年人保护的立

体格局。秦硕说，少年法庭的辉煌历史和努力的当下，给予了自

己宝贵的经验，激励自己前行，也令每一位热爱少年审判的法官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实现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

秦硕：公平正义与“舐犊之情”同在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王锋 唐琰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法治日报》记者刚走进江苏省南通市

海门区常乐镇司法所“杨大姐工作室”，就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

正是工作室的负责人杨立娟。

　　2012年5月，杨立娟从海门市麒麟镇人大主席职位上退休，因

此前一直从事纠纷调解工作，退休后被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司

法所聘为人民调解员。因为一直在基层一线处理村民矛盾纠纷，

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获悉司法所开展“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后，她便自愿加入其中发挥余热。

　　“要做就要做好，要让老百姓放心。”杨立娟向记者谈起曾经

参与调解的一起案件。文明村有一对老夫妻十多年来一直反映

邻居戴某蓄意破坏其田里农作物，但因没有证据一直无法得到

妥善处置。2020年年底，这对老夫妻又发现田里的油菜、蚕豆等作

物被损毁，报警后依然未找到戴某作案的证据，遂找到杨立娟，

要她主持公道。

　　“由于没有监控，很难找到确切证据，我就找了派出所处警

民警，请他们前往事发地调查，一方面是对当事人诉求的回应，

另一方面也是对作案人的震慑。”杨立娟告诉记者，通过这样方

式，不仅让老夫妻深受感动，也让戴某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双

方握手言和。

　　成立于2017年的“杨大姐工作室”，原本只有杨立娟一人，现

已发展成为拥有退休党员、在职村干部等近50人。

　　作为“法律明白人”，杨立娟依托“杨大姐工作室”，通过跟老百

姓“说句心里话”和“调解+志愿服务”“调解+心理咨询”“调解+法

律顾问”等模式，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室成立

以来，先后参与调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630多起，重大矛盾纠纷、

复杂疑难矛盾120余起，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达99%以上。

　　“杨大姐还充分利用自己‘法律明白人’的身份，不断推广扩

大队伍成员数量。”常乐司法所所长陆文婷告诉记者，“杨大姐工

作室”如今已在全镇25个村居同步建立分站点，将村里有一定法

律知识的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吸纳到“法律明白人”队伍中来，发

挥党员干部、退休教师、退伍军人、新乡贤等群体的积极带头作

用，以结对子的方式手把手对每名村居“法律明白人”进行传

帮带。

　　据介绍，依托援法议事工作室、各村调解室等场所，由杨立

娟不定期开设法律讲堂进行经验推广，或者跟随杨立娟现场学

习，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具有一定法律素养的骨干“法律明白人”

队伍，通过骨干“法律明白人”带动每家每户学法用法守法，让法

治精神融入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常乐镇“法律明白人”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全镇共培养“法律明白人”123人，其中骨干“法律明白

人”23人。

　　杨立娟带领着工作室成员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还兼顾宣

传法律。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常乐镇作为张謇故里，在初建特色

小镇之时，群众对于土地权属、户口迁进迁出等多种政策性问题

不甚了解，杨立娟带着志愿者，印发宣传小册子走上街头一本本

发放，利用“薪火大讲堂”进各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贴近百

姓生活的法律知识，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由于调解矛盾常常需要下基层，结束时间也不定，加班成了

家常便饭，有时候中午赶不回食堂吃饭，或者赶回来了，饭菜也

都凉了。已年过六旬的杨立娟却从未抱怨。

　　在杨立娟的办公桌上有数本厚厚的调解记录本，里面密密麻

麻记载了她调解的各类纠纷的经过与结果。“我时常还要翻一翻，案

件调解进展到哪里、哪个当事人需要回访、哪些案件比较典型，都要

再进行梳理，做事就要做实做好。”杨立娟笑着说。

　　“有这样敬业的‘法律明白人’，是海门法治工作的幸事，她

在用心做事、用情做事、用法做事，希望带动更多的法律明白人，

投身海门法治事业，为法治海门建设添砖加瓦。”海门区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高志雄说。

  图为杨立娟（左三）正在接待来访群众。

南通市海门区司法局供图  

杨立娟：退休不退岗的“法律明白人”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斌 王小鹏

　　西安市高新区水晶国际小区近日来了一位

“警蓝大白”，他叫王力，除了负责小区疫情管控、

核酸检测秩序维持、生活物资发放外，他还“兼职”

小区车辆管控协助、业主矛盾纠纷化解、保洁消杀

等工作。

　　2021年12月底，陕西省公安厅组织厅机关300

名民警组成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经过相关部门

疫情防控专业技术培训后，分批下沉西安市疫情

防控点，日夜奋战抗疫最前沿。暖心的工作让小区

秩序井然，更让社区群众内心充满了温暖。

　　王力作为党员先锋队第六组队员，承担着水

晶国际小区3个执勤点的疫情防控任务。这是一个

中风险区，疫情防控的压力非常大。到达新的工作

岗位后，王力采取“电话联系+上门服务+微信沟

通”的方式，很快便摸清了小区情况。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王力更多地在

思考如何为大家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为此，他一

方面与社区民警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民生保障行

业目前运营状况及联系方式，另一方面积极走访

社区、物业工作人员了解小区住户情况，尤其对

老、弱、病、残、孕、幼、独居住户等特殊群体，想方

设法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一大早，小区独居住户王大妈长期服用的

药眼看就要吃完了，因为小区管控不能出去买

药，这可急坏了她。得知这一情况，王力马上打

去电话稳定王大妈的情绪，并迅速联系附近超

市、药店工作人员，为她购买了蔬菜和药品送货

上门。当王大妈看到送来的蔬菜、药品时，感动

得热泪盈眶。

　　无独有偶，小区住户高某家中天然气停供，王

力积极与天然气公司联系，帮助解决了供气问题，

事后高某专门给王力发来短信表示感谢。

　　一件件小事的累积，让王力迅速赢得了小区

居民和工作人员的信任与认可，居民们有的为他

端来热气腾腾的饺子，有的发来短信向他致谢。小

区住户刘佳还特意向王力单位写去一封饱含深情

的感谢信，表示自己要以这些公安民警为榜样，为

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中，有一名90后女民

警侯林，她在陕西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第二分局

工作，是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第四组队员。她被分

到了新华社区储运家属院小区，成为一名社区民

警，负责小区的防疫安全、封闭管理工作，并维持

核酸检测秩序。

　　“40多户，120余人，无确诊人员和密切接触

者，租户居多，都是老房子。”这是门卫李大爷

第一天见面时对侯林说的话。她仔细地翻阅每天进出人员登记簿，

详细向社区工作人员询问小区居民生活物资够不够、有什么困难

没有。

　　“李大爷，你怎么不戴防护手套呢？”一天她突然望向门卫李大爷的

双手，同时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佩戴手套的手。

　　“没有手套了，之前发的用完了，后来就没有发。”

　　“这样不戴手套是有风险的，万一接触到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东西

呢，可了不得。”

　　第二天一早，侯林就拿着一盒橡胶手套交给李大爷，并看着他戴上

手套，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2022年1月2日，侯林从社区执勤完，走在回派出所的路上。突然，街

对面有一个人影闪进了她的眼帘。那个老人衣衫褴褛，正躺在地上。侯

林的心咯噔一紧，大冷天的，怎么还有人在外面无家可归，也不知道做

没做核酸检测，她赶紧掏出手机，给组长汇报。土门派出所即时出动警

力，将流浪者送到了救助站。

　　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侯林的心细如发、温润如玉。

　　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第三组在西安市桃园路派出所辖区执勤。

　　劳动二社区是大型国有企业西电公司的老家属院，没有电梯，老年

人、残疾人比较多，上下楼不方便。社区和物业防护器材都很缺乏，民警

刘华侃利用防护装备齐全的优势，担任了义务送菜员，给下楼不方便的

老人义务送菜。

　　社区里一对老夫妻要购买胰岛素，必须去定点药店，而且手续复

杂。刘华侃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开具了购药证明，老人第二

天顺利买到了药物，解了燃眉之急。

　　一天，一位年轻妇女哭着找到刘华侃，说她要去看丈夫，能不能让

她离开西安。原来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一直

在ICU病房，她六神无主，不知道找谁。刘华侃一边安慰，一边帮助她到

街道和区政府办理离开西安的手续。

　　像王力、侯林、刘华侃这样奋战在西安市各疫情防控一线的“警蓝

大白”故事还有很多。他们既能处理急难险重问题，更多的是为居民解

决繁杂琐事，保证了在隔离期间群众的生活必须和紧急需求，用爱心、

细心和耐心服务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抗疫政策落到实处，赢得了群众对

防疫工作的支持，有效保证了疫情期间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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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力帮独居老人购买蔬菜。

　　图① 秦硕在法

庭上。

　　图② 秦硕和孩

子们在一起。

　　图③ 秦硕（中）

对 未 成 年 人 开 展

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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