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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法官梦

　　1990年，24岁的殷传茂怀揣吉林大学国际

法专业毕业证书，来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大

连湾法庭，开启了期待已久的法官梦。

　　当时基层法庭主要工作是处理田间地头

的民事纠纷，家长里短、邻里琐事，法官所做的

更多工作是调解说和，推动矛盾化解。殷传茂

和时任大连湾法庭庭长薛岳恩经常骑着自行

车，奔走在乡村小路上，风霜雨雪，春夏秋冬，

一晃就是5年。

　　这是殷传茂不可多得的一段基层法庭工

作经历，让他更加坚定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和

决心。

　　“那时候大学生是稀罕物，我们都当宝贝

一样宠着，怕他受不了苦放弃。实践证明，殷传

茂不但坚持下来，而且劲头十足，每天都像上

了发条一样，不知疲劳。”薛岳恩提起殷传茂，

这样描述。

　　1995年，甘井子区法院发来调令，殷传茂

被调到区法院研究室，结束了基层法庭工作

生涯。

　　权力会带来种种利益诱惑，对殷传茂也不

例外。面对当事人或明或暗的“心意”，即使生

活再艰苦，殷传茂也从来没有低下过高贵的

头颅。

　　殷传茂回忆：“有一次一位当事人希望我

能网开一面，趁我去卫生间在桌上放了两条

烟。我回来追出去人已不见踪影，我便主动把

烟交给监察室。”

　　在甘井子区法院，殷传茂先后在研究室、

刑一庭和监察室工作，多岗位历练，实践中摸

爬滚打，让殷传茂迅速成长。不知不觉，他眼中

所见，心中所想，皆是案件。

　　时任甘井子区法院院长于巧媛聊起殷传

茂时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上进，他身上自带一

种拒世俗谄媚千里之外的傲气，这可能是与生

俱来的正义感和作为法官人生信条所表露在

外的综合气质。”

　　2007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面向基层法

院遴选法官，工作表现突出、政治素质过硬的

殷传茂直接被市中院选中，来到上级法院这个

更大的舞台。

忠孝两难全

　　刚到大连市中院刑一庭工作，就有一起案

件让殷传茂感触颇深。

　　小孙和小丽同居时因琐事发生争执，失手

致小丽死亡，小丽父母强烈要求判小孙死刑立

即执行，不然就死在法院门口。合议庭经反复

研究，认为小孙的行为符合适用死缓的法律

规定。

　　殷传茂并没有生硬地作出决定，而是无数

次苦口婆心地做被害人父母工作，老两口终于

被殷传茂的言行所感化，并对被告人处以死缓

的判决意见表示认可。

　　谈及此案，殷传茂说：“被害人家属那种不

要命的决绝，让我担忧。我当时想无论如何也

要保证被害人家属不要采取极端行为，女儿已

经不在，这家人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法条冰冷，但法官有血有肉，一纸判决，文

字寥寥，决定的却是几个家庭的命运。经过此

案，他深深体会到，实现公平正义的个人理想，

并不只是说说或想想那么简单。

　　2010年，因工作出色，殷传茂被任命为大

连市中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当大多数人

认为他从此要飞黄腾达时，殷传茂却把埋头苦

干、夙夜为公的工作状态，整整保持了10年。

　　一连串案件接踵而来，件件都是疑难复

杂、人人挠头的硬骨头。大连人耳熟能详的“财

富广场案”“宝隆国际案”，在久久不能了结时，

殷传茂都主动请缨担任主审。

　　面对这些刑民交叉、法律关系错综复杂、

被害人众多、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殷传茂反

而莫名感到兴奋，他认为，这是实现人生价值

的最佳时机。这时的殷传茂，已进入忘我的工

作状态。

　　2018年，殷传茂接手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

席白向群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案，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成立后正式立案办

理的第一起案件。该案宣判后，白向群当庭认

罪服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对

该案的审判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忠孝两难全，在办理白向群一案的过程

中，殷传茂的母亲因病过世。身在咫尺的儿子，

却因工作忙碌没能在母亲临终前看上最后一

眼。谈到这件事时，面部表情一直很平静的殷

传茂眼中闪现出了泪花。

绝症见真心

　　2020年，殷传茂到大连市中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工作，正当他准备在新的领域继续探索，

大干一场时，噩耗传来。

　　早在2018年，体检大夫就提醒殷传茂肾部

有肿块，但殷传茂根本没有在意。到民三庭工

作后，殷传茂隐约感觉到身体不适，最终医院

诊断：肾癌。

　　躺在病床上，殷传茂终于可以安静地看看

窗外，安心地听听人间喧嚣。

　　殷传茂说：“当知道诊断结果后，我唯一感

觉对不起的就是我爱人和儿子，这么多年，单

位就是我的家，而我的家，只是我歇脚的旅店。

儿子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管过。我要是这么

走了，对他们娘儿俩，实在是无以为报。”

　　得病后，殷传茂作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意

料的决定，申请辞去副庭长职务。“我的身体

状况已经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这样可以

把位置留给有能力的年轻人。我也想过辞去

员额法官身份，但是我迟迟做不了决定，因

为我把法官职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殷传

茂动情地说。

　　2021年春节刚过，在家休养了两个月的殷

传茂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办公室。看到熟悉的办

公桌，地上成堆的卷宗一切如昨，殷传茂流下

了眼泪。

　　办公室才是他的归宿，法庭才是他的舞

台，胸前的天平才是他的心。

　　领导劝说，同事开导，殷传茂都听不进去，

他直接到庭长办公室，申请要求恢复工作。

　　看到殷传茂如此坚决，大连市中院党组决

定，接受殷传茂辞去副庭长职务的申请，考虑

到身体状况，将其调整到立案一庭工作。

　　重新坐在电脑前，殷传茂忘记了身患癌

症，又搬来成捆的卷宗，重复着三十多年来一

直干的事。

　　2022年，大连市中院召开全院表彰大会，

为在法院工作30年以上的法官颁发天平勋章。

　　殷传茂站在主席台正中接过勋章，面带微

笑，目视前方，瘦小的身躯在此刻似乎变得无

比高大。

法官殷传茂的两次“申请”

□ 本报记者  韩宇 

□ 本报通讯员 包英华

　　

　　《人世间》这部央视开年大剧一经播

出，就引发诸多关注，该剧热播的背后，

反映出平凡人追寻光荣与梦想的渴望与

现状。《法治日报》记者在众多默默为司

法事业奉献年华和生命的法院工作者

中，寻找着具有代表性的平凡人物。

　　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省大连市中级

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三级高级法官殷传茂

的内心世界，去探访一名员额法官平凡

的人生。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史雪晴

　　

　　2月22日，是广州黄埔边检站四级高级警

长郑国庆从警41年生涯中平凡的一天，却也

是他在宣布退休命令前在岗的最后一天。作

为该站水上执勤点的一名船艇驾驶员，从青

葱岁月到花甲之年，他为戍守国门奉献了半

生的美好年华，也见证了新中国最早一批港

口的发展。

　　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水上

执勤点。8：30，他对着镜子认真地整理了自己

的着装，最后一天在岗，警容风纪不能乱。

　　9：30，今天有出艇任务，郑国庆例行对巡

逻艇进行检查，“方向盘、磁吸针、发动机、缆

绳、电仓一切正常……”他对“老伙计”了然于

胸，但并没有因为熟悉情况而降低工作标准，

每次出艇前都会仔细检查船艇，绝不出故障

艇。这也是他41年来驾艇零事故的秘诀。“这

艘艇是我1998年接回来的，1999年澳门回归，

当时参加安保，就是驾驶这艘艇，他是我的

‘老战友’啊。”说起巡逻艇，平日里不善言表

的郑国庆眼睛里焕发出不一样的神采。

　　10：30，船艇检查完毕，郑国庆和同事驾驶

着巡逻艇开始出海执勤。“现在东南风，阴雨天

风力较大，今天检查的船上船员都是外籍，我

来控制船位，你们注意安全。”短短一两句话，

是他四十余年的海上经验和不懈深耕边检工

作的积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艇为家”，不

管是台风天还是酷暑日，他从未缺席。

　　12：30，执勤间隙。

　　“‘老鬼’，明天就要走了，退休回去准备

干点啥啊？”

　　“没艇给我开啦，回去种种地。”

　　在海上，“老鬼”既表示从业多年、资历深

厚的人，也是对优秀艇长的称谓。提起退休生

活，郑国庆笑了笑，神情却有些落寞。要离开

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这种情愫又怎

么能割舍得掉呢？

　　14：30，船艇驶回，郑国庆最后一次对巡逻

艇进行保养。看着心爱的巡逻艇，像是远行前

看望自己的孩子，他的眼眶湿润了，不放心地

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一遍又一遍地擦拭。41载

春秋，从军从警，他舍不得身边的巡逻艇、舍

不得眼前的珠江水、舍不得这身藏青蓝。

　　16：30，看着眼前这条叫“小花”的警犬，郑

国庆想起了疫情初期，那是他当时领回水上

执勤点养的。小花整日在营区陪伴着大家执

勤，自然而然成为了水上执勤点的吉祥物。

那一年，他主动请缨，成为黄埔边检站防疫

先锋队员，不顾长年病痛需要敷药的双腿，

毅然决然走向国门一线，不讲条件，冲锋在

前，忘我工作。不善言辞的他，在职业生涯的

最后几年，用行动发光发热……两年多来，

小花渐渐长大，它仿佛能读懂郑国庆的心

思，冲他摇了摇尾巴，蹭了蹭他的手，像是在

和他告别。

　　17：30，当同事为郑国庆卸下陪伴了他半

生的警号，也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正式结

束了。他望向这身藏蓝色警服和专属于他的

警号，“穿了半辈子的警服，今天就要脱下它，

我真的舍不得说再见！”郑国庆强忍着泪水，

眼中是数不尽的不舍。

　　每个人都曾是少年，每个人也都有老去

的一天，从青葱少年到花甲老者，经历41载春

秋，郑国庆将满腔热血和最美年华献给了边

检事业，用赤胆忠心守护国门平安，如今芳华

已逝，但忠心不改，初心依旧。

广州黄埔边检站供图  

“老鬼”在岗的最后一天

□ 本报记者  王莹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危伟强

　　

　　一个微表情，在他眼中，成为看清案件真相的关键；

一个小动作，在他眼中，就是打击犯罪昭彰正义的突破

口。薛文伟，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瀛洲派出所案

审民警，一名扎根基层的破案高手。

　　从警17年，薛文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总能利用

稍纵即逝的线索一次又一次撕下罪犯的伪装，先后破获

各类案件300余起，捣毁犯罪团伙20个，抓获违法犯罪人

员400余人，追回被盗物品100余件。

　　预审是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平静的讯问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2021年7月至9月，福州市台江区连续发生10余起系列

沿街店面被盗案件。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每次作

案留下的痕迹少之又少，且由于犯罪现场配套设施不完

善，有价值的线索极少。

　　薛文伟详细勘查每一起犯罪现场，从蛛丝马迹中寻

找破案线索，最终锁定了嫌疑人陈某。

　　狡猾的陈某自认没有留下作案痕迹，矢口否认自己

的犯罪行为。尽管他的“演技”非常自然，但薛文伟依然发

现几处破绽：讯问时，陈某的眼神飘忽不定，身体不自觉

地晃动，这些表情和动作都传达出一个信号——— 他十分

紧张且不自信。

　　如果盗窃案和他没关系，为何会有这种表现？薛文伟

判断：陈某在说谎。果然，经过再次突审，陈某终于低头认

罪，并供出了和同伙赵某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

　　“人的情感比说出来的话更真实。”薛文伟说，在每次

识破嫌疑人谎言伎俩的背后，都是他与对方在进行着斗

智斗勇的较量。

　　薛文伟的洞察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着他从日积

月累的办案工作中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我隔壁一堆人天天待在房间里，吵得要死。”2021年

11月19日，在处理一起噪声扰民的警情时，报警人一句看

似寻常的抱怨，却引起了薛文伟的警觉，他敲响了报警人

邻居的房门。

　　“谁啊？别敲啦！”好几轮敲门过后，才有人过来开门。

门被缓缓拉开，露出了一条不宽的缝隙。通过这条缝隙，

薛文伟发现对方的眼神里透露出一丝犹疑和慌张，房内

凌乱的脚步声也让薛文伟产生了怀疑。

　　“这个单元房内必有隐情。”薛文伟判断。他不动声色

地开始盘问：“你们这么多人在房内做什么？”

　　“我们租这里是开互联网公司的。”对方故作镇定，但

他不知道，他紧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薛文伟和同事果断进入单元房，发现房内有七八名年轻人，神情慌张，

而“办公区域”的桌面上摆放着一排电脑和手机。

　　“你们公司做哪方面的业务？”薛文伟将房内人员分开询问。这些年轻人

有的回答是开发软件，有的回答做电商……根据工作经验，薛文伟判断这极

有可能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很快，电脑和手机中的话术剧本、虚构的购物网站、聊天记录等诈骗证

据被发现，这家披着“互联网公司”外衣实施“杀猪盘”诈骗的犯罪团伙终于

露出了真面目。

　　瀛洲派出所辖区内人员密集，外来人口多。为了守护群众安全，薛文伟

练就了一双如鹰眼般锐利的眼神，在万千监控画面中寻找蛛丝马迹，为破案

打开突破口。

　　“薛警官，我的手机被盗了，里面全是重要的客户资料，很多账号绑定的

也是这个手机号。”今年1月19日，家住瀛洲建海新村的何女士向薛文伟报警

求助，她在路过台江步行街时，放在包里的手机被盗了。

　　“我和丈夫做了十几年的生意，用的一直都是这个手机号码。手机卡是

丈夫办的，但他刚过世了，手机卡已经补不了了。”何女士的眼睛湿润了。

　　“案子还得从监控查起。”薛文伟迅速投入侦破工作，以案发地点周边监

控摄像为突破点，仔细寻找着蛛丝马迹。监控中，犯罪嫌疑人途中多次迂回，

躲避侦查，但都没有逃过薛文伟的眼睛。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把工作做到最细，看不清就用放大镜，眼

睛酸就滴眼药水，时间紧就连夜加班，终于成功还原出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

前后的完整路线，并循线将嫌疑人抓获。不到两天时间，这起盗窃案件就得

以成功侦破。

　　“嫌疑人抓到了，手机藏在家里，我们在去追缴的路上。”收到薛文伟传

来的好消息，何女士开心不已。而此时薛文伟已经连续工作了35小时。

　　“择一事，终一生。”从永泰县城关派出所到福清市石竹山派出所，再到

台江区瀛洲派出所，17年来，薛文伟扎根基层，破获了一起又一起案件，帮助

群众挽回一个又一个损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人民警察保民安”的庄严

承诺。

  图为薛文伟排查监控发现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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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薛文伟通过监控追踪嫌疑人轨迹。

  图① 执勤结束，郑国庆最后一次对巡

逻艇进行保养。

  图② 同事为郑国庆卸下陪伴了他半生

的警号，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正式结束了。

  图③ 郑国庆对着镜子认真地整理自己

的着装，最后一天在岗，警容风纪不能乱。

　　图为殷传茂（左三）组织合议庭及法官助理讨论案件。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一
双
鹰
眼
识
破
﹃
微
表
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