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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张茹颖

　　

　　“老官是仙居法院的执行法官，全名叫官焕

云，银发护天平，心中有百姓，扎根基层执行27

年，练就十八般武艺只为人民……”9月8日，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我身边的鲍卫忠”主题

演讲比赛，由全省法院选拔推荐的13名干警，用

真挚的情感、生动的故事讲述了浙江法院里的

“鲍卫忠们”。台州市仙居县人民法院法官郭奕

嫱为大家讲述了老官的执行故事，荣获一等奖。

执行局里的“最强大脑”

　　今年59岁的官焕云，是仙居法院执行局繁

案办理团队负责人，从事执行工作已经27载。

　　官焕云并不是法律科班毕业，他的专业是

地球物理，一个跟法律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他

在省地质队工作5年后调入仙居法院，努力学习

业务，从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执行法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找人查

物”，而执行这活难干，就难在“人难找”。怎样才

能联系上被执行人，有机会跟他们解释清楚法

律法规呢？官焕云有他的“搜寻”技巧。

　　有一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杨某

在仙居经营一家网络商务公司，刚开张就因为

违法经营，公司被市场监督部门罚款5万元。家

在外地的杨某关门走人，一直没有缴纳罚款，案

件进入强制执行，杨某迟迟联系不上，让执行陷

入了困境。

　　官焕云发现杨某大学刚毕业就来仙居创

业，对于拒不执行的严重性也不够了解，这样下

去会断送他的前程。于是，他尝试向“失踪”的杨

某发送手机短信：“首次创业有点坎坷不算啥，

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改变人生，希望你及时

与我们联系，只要你努力了，我们不会为难

你……”信息不长，可言语朴实满是拳拳之心。

　　没想到，短信发出没多久，杨某便主动联系

了官焕云。他因为一时缴纳不出罚款，才选择逃

避，得知严重性后积极履行了执行款。有了这次

成功的经历，官焕云向每一位无法联系的被执

行人都发送自己“量身定制”的温馨提醒短信，

效果不错，20%左右的被执行人会有反馈。

　　因为点子多、办法好，官焕云在执行局还有

了一个“最强大脑”的称号。

不会卖猪的“侦探”不是好法官

　　做执行这么多年，官焕云修炼出了十八般

武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执行人方某欠

申请执行人何某8万元借款，拒不履行。了解到

方某在山里有一个养猪场，在征求申请人的意

见后，官焕云决定以猪抵债。于是，他带领几名

年轻干警前往养猪场捉猪、称猪。称猪用的是磅

秤，小年轻们面面相觑，倒是官焕云，不紧不慢

摆弄得有模有样。“秤砣放这里，然后移动一下

让它保持平衡，好了，两百四十八斤。”生猪最后

以8元一斤的市场价折抵给申请执行人。

　　由此，官焕云又得了一个“卖猪官”的封号。

不但卖得了猪，他还常被人喊“名侦探”。

　　2018年4月，吴某娟到仙居法院起诉吴某春

夫妇，要求其归还145万元欠款。经法院调解生

效后，吴某娟申请强制执行。在等待法院执行分

配时，吴某春夫妇的另一位债主反映，吴某春与

吴某娟之间的实际借款金额并没有145万元，只

是为了逃避其他债务虚增的。

　　为了查明真相，仙居法院成立工作专案组，

官焕云因经验老到被抽调到专案组，赶赴江苏

调查取证。到了当地，官焕云并没有急着传唤当

事人，而是先将吴某春夫妇的十几个银行账户

查了个遍，发现其与吴某娟的账户往来非常频

繁，金额进出相抵大约60万元。

　　心中有数后，官焕云分别传唤吴某娟和吴

某春到当地法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较量，在事

实面前和专案组的震慑下，吴某娟的心理防线

最先崩塌，将虚增债务的经过和盘托出。法院依

法将吴某春以涉嫌虚假诉讼罪、拒执罪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如果没有官焕云这位‘老将’的足智多谋，

案件不可能这么快突破。”专案组的其他成员纷

纷称赞。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2016年，荣誉满载的老官从执行局副局长的

职位退下，本想着可以歇一歇了，但当时正是

“基本解决执行难”开局之年，又恰逢仙居最大

的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大量案件涌入法院，

涉案金额之巨、人员之多在仙居实属罕见。

　　老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使命感驱使他“临

危受命”，负责起天立案件专案组工作。官焕云

一边主动与众多债权人联系，倾听意见和呼声，

一边向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各方的支持配合，

制定出最优的执行方案。在刚接手的一个月里，

他接待来访者上千人次，经过充分的交流，事态

逐渐平稳，工作秩序得以恢复。

　　官焕云既有着霹雳手段，却也有菩萨心肠。一

起交通事故造成申请人十级伤残，原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而被执行人也家境贫寒，植物人

丈夫刚去世不久，还得供养两个女儿上学。虽然执

行款项仅7万元，却也陷入困境。老官思考了许久，

想到执行救助专项基金或许是一个突破口。于是

他多方奔走，一次次与人大代表、妇联干部、村干

部沟通协调，终于被执行人东拼西凑筹得两万元，

另一边的司法救助金也顺利落地。

　　照理说，案件进行到这，老官已经是功德圆

满了。但被执行人家徒四壁的情形一直挥之不

去，促使着他主动牵线搭桥，为被执行人的孩子

申请到助学基金，让这个家庭得以重新启航、迎

接光明。事后，被执行人满含热泪送来锦旗：“法

官，谢谢你，谢谢人民法院！”这起案件，通过全

国“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有1300万网友关注

这一暖心执行，网友们纷纷为这位以情破局的

执行法官点赞。

甘为“扶手”的大爱

　　27年的执行生涯中，官焕云多次荣立个人

二等功、个人三等功和先进个人，他所在的仙居

法院执行局也多次获得集体三等功。

　　作为执行局里的“老同志”，他没有因为临近

退休就少办案、办简案，而是义无反顾地挑起繁案

办理团队的担子，主动多办案、办难案。退居二线

后他共办结案件1070件，收到的锦旗数不胜数。他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还能干，我就坚持干。

　　官焕云也很心疼自己的“兵”，很注重对年

轻人的培养，总是自告奋勇在仙居法院每月一

次的“执行先锋讲坛”上讲课。执行局里八成以

上的干警都接受过他的培训指导，其中有8名已

经成为业务骨干、中层干部。

　　27年，身边来了又走了的同事熙熙攘攘，但

是铁打的“老官”流水的兵，他一直扎根在基层

执行岗位上，心怀大爱，静水流深，朴实无华中

尽显担当。又有多少像官焕云一样的执行法官，

他们没有传奇的人生，有的是年复一年的辛勤

付出、白天黑夜的忙忙碌碌、坚守不变的无悔初

心。但就是他们在执行岗位上的默默奉献，才迎

来“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胜利。

仙居县人民法院供图  

官焕云：当得了“卖猪倌”也能干“名侦探”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吴庆伟

　　

　　“向前走左转”“您在11B口排队等候”……

近日，闷热的车站大厅，郭景煜耐心地向焦急的

乘客解答疑惑。“脏活累活抢着干、难活苦活争

着干。”这是同事们对他的认知，而他自己的说

法是：“这些工作练就了我为民服务的真本领。”

　　郭景煜是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

西站派出所执勤一大队大队长，从警22年来，从

法制员到预审员再到执勤大队长，每一段的工

作经历都会让他产生不一样的认知，但不变的

是群众需要时的挺身而出、辖区和谐安宁的日

夜守护。

工作急先锋

　　2001年8月警校毕业后，梦想照进现实，郭景

煜成为天津铁路公安处汉沟镇站派出所的一名

民警。从那时起，“勤奋好学”成为郭景煜的特有

名词，沿线171个村庄、35所中小学校、54个废品

收购站见证着他的努力，训练场上、办公桌前浸

润着他奋进的汗水。

　　很快，郭景煜所学有了用武之地。

　　彼时，汉沟镇站派出所管辖的崔黄口车站，

作为运煤列车的停靠站点，经常发生盗窃案件。

为了尽快破案，派出所成立专案组，郭景煜是其

中成员。

　　2006年的一个深夜，在草丛中蹲守的郭景煜

发现，一辆三轮车驶来停在运煤火车旁，随后车

上跳下5个黑影，3个爬上火车向下扔煤块，两个

负责捡装。

　　“行动。”收到命令后，郭景煜箭步向前一把

抓住三轮车方向盘，不承想犯罪嫌疑人此时突

然启动车辆将其带倒。忍着疼痛，郭景煜翻身而

起向前追赶，从侧面将驾驶三轮车的犯罪嫌疑

人拽下，两个人翻滚倒地。

　　说时迟那时快，郭景煜右手拿出手铐将犯

罪嫌疑人铐在自己左手腕，死死地将其压在身

下。其他同事赶来时，发现郭景煜头上破了一道

口子，警服衣领已经被鲜血浸透。

　　抓捕结束后，同事们都劝郭景煜要多休息，

但第二天一早，头上、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郭景煜

又出现在单位。他笑着向大家解释：“我是法制

员，这类案子我熟，工作起来有根底。”

　　在郭景煜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案件快

速办结。

办案有秘诀

　　2008年12月，郭景煜调入天津铁路公安处刑

警支队预审队，成为一名预审员。

　　“预审员肩负着对刑事案件审核把关、案件

攻坚突破的职责。”郭景煜深知，法律是预审员

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的有力武器，必须学懂

悟透。

　　为了胜任本职工作，郭景煜利用业余时间

恶补法律知识、深研执法技能，其总结提炼的说

服教育技巧实战运用成效明显，为推动多宗重

大案件侦办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2年，辖区南仓站发生一起药品失窃案，

郭景煜参与审讯工作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回答问

题总是吞吞吐吐。通过对案情的分析，郭景煜推

断犯罪嫌疑人身上应该还背负其他案件。

　　攻心为上。郭景煜一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

心理疏导，让其放下戒备和包袱；一边讲法条、

讲政策、话感情，劝说其戴罪立功，争取减轻处

罚。经过两天的努力，犯罪嫌疑人交代曾和同伴

盗窃过另一批药品。郭景煜介绍，通过对案件的

持续深挖，最终查获8名嫌疑人累案23起。

　　而在另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郭景煜用清

晰完整的证据链条、科学的审讯技巧和策略，让

拒不交代案情、妄图逃避责任认定的犯罪嫌疑

人认罪服法。

服务暖民心

　　2013年3月，郭景煜到天津西站派出所执勤

一大队任大队长。“执勤工作要充满温度与厚

度，哪怕是一次简单的解答疑问、一次用心的救

助帮扶，都牵挂着旅客的冷暖。”这次工作调整，

他有着更深的体会，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新的

岗位。

　　今年8月20日，正在车站执勤的郭景煜接到

求助后立刻赶到事发点位。原来是一名小男孩

因调皮被座椅卡住腿无法拔出，家人不得不向

民警寻求解决办法。

　　疏散人群、寻找工具、稳定情绪……一系列

准备工作完成，郭景煜双腿跪地，趴在座椅前拧

掉固定螺丝，帮助孩童脱困。救助工作结束时，

阵阵掌声响起。

　　此前的一年春运，一名老人到天津西站乘

车时一头栽倒，浑身抽搐。郭景煜见状快步上

前，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通知客运人员通过

广播寻找从事医护工作的旅客，安排民警到进

站口引导急救人员进站，为老人开辟绿色救助

通道。10分钟后，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抢救

老人最终脱离危险，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多亏了您及时相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老人的家属携带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

专程来到天津西站派出所表示感谢。

　　“执勤民警说到底就是为旅客办好事、办实

事。”郭景煜表示，要用一件件暖心事提升旅客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图① 郭景煜在候车室执勤。

　　图② 郭景煜解答乘客咨询。

天津西站派出所供图  

郭景煜：工作中充满勇气智慧温度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业思聪 李海荣

　　

　　“我们找了买某3年了，一直找不到，我老公赵某身体

不好，子女也不在我们跟前，我们知道您为群众解决了好

多矛盾，做了不少好事，请您帮帮我们！”近日，在哈不都·

热西提的调解室内，范某情绪激动之余，有些哽咽。

　　听到群众的请求，年过花甲的哈不都·热西提有些

触动，“那一刻我真觉得这辈子没白活。”他当即开展工

作，经多方了解情况后，哈不都·热西提与范某终于找

到买某，通过倾心调解，买某最终给范某和赵某赔偿

30000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只要一提

起哈不都·热西提，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 哈不怕＇

好样的”。“哈不怕”是当地农牧民送给他的昵称，意思是

干人民调解工作什么都不怕，这句方言俗话，却是老百姓

对他的肯定。

面对刁难威胁，“哈不怕”从不低头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牧业县，部

分农牧民识字不多，文化不高，法律知识相对匮乏，法律

意识不高。早年法官出身的哈不都·热西提决定发挥自己

的特长，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他在木垒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扎下了根，而这一干便是10多年，今年他已满69岁，仍然

坚持在为民服务一线。

　　在老百姓眼里，哈不都·热西提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

辈，精通双语的优势，使得他更能拉近与农牧民群众的

距离。

　　7月24日，哈不都·热西提刚刚走进办公室，巴某便急

匆匆找到他，原来巴某因感情问题与她的丈夫哈某发生

纠纷，经常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时还会动手。哈不都·热

西提了解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从法律、伦理、亲情等方面耐心做巴某和哈某

的思想工作，最终双方同意和睦相处并写下承诺书，一场夫妻感情纠纷得以

化解。

　　“调解没有套路，开始了就看临场发挥，所以得先了解清楚情况。”哈不都·

热西提在调解案件时不着急开始调解，而是首先弄清事情的原委，通过谈心交

流、唠家常的方式，贴近与群众距离，有时一聊就是半天，甚至一天。

　　在他的调解劝说下，有夫妻反目，破镜重圆者；有婆媳不和，重归于好者；

有邻里成仇，握手言和者，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近年来哈不都·热西提处理最多的矛盾纠纷。

多年来，有当事人当众闹事、电话威胁、有意刁难等，在工作中总难避免，但哈

不都·热西提从来不低头、不服软，“我站在正义的一面为老百姓维护权益，有

什么可怕的呢？”他说。

　　他敢跟拖欠工钱的大小老板斗法，不将所欠工钱“斗”进农民工的腰包，绝

不善罢甘休，多次成功调解处理农民工被恶意欠薪所引发的纠纷。这也正是

“哈不怕”这个美称的由来。

专心钻研业务，“贴心人”排忧解难

　　哈不都·热西提习惯早起，每天早上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调解室，利用

这段时间认真归纳案件卷宗或默记法律知识。

　　“人不能有闲的心，空下来就要钻研。”哈不都·热西提习惯于每晚像放电

影一样，回忆白天调解的细节，以便总结、完善，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只有

不断提升完善自己的业务能力，才能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有些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繁杂，矛盾易激化，调解难度很大，即便如此，哈

不都·热西提还是将专业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几年前的一天，哈不都·热西提像往常一样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调解室，看

到门口围满了好多牧民群众，他们是博斯坦乡阿克卓勒村的牧民，自发来找哈

不都·热西提，请他帮助调解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案。

　　经他询问得知，阿某驾驶一辆摩托车，带着怀孕5个月的妻子库某在去往

县城医院做检查的路上，与从哈密方向驶来的一辆越野车相撞，造成阿某与妻

子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阿某家里留下了一个只有5岁的女儿。

　　哈不都·热西提立即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经沟通协调，哈不都·热

西提受理调解此案。接手案件后，他认真详细地分析了案情，提出了自己的调

解意见，并运用多年的调解经验，认真耐心地为双方化解症结，促成和解。两天

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由肇事司机向阿某家人赔偿63万元，肇事司机当场支付

了赔偿款。各方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任何矛盾总有解决的途径，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人民调解员更像是社

会矛盾的‘消融剂’，要做双方当事人的‘贴心人’，才能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司

法的温暖。”在哈不都·热西提看来，只有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群众才能更

“买账”，矛盾纠纷才能不出门、不扩大、不激化。

传递真诚爱心，“专业人”温暖百姓

　　“‘哈不怕’，他总是用心调解每一起纠纷，把爱传递给每一位当事人。”在

同事吾丽凡·叶尔宝看来，哈不都·热西提对待工作总是尽心尽力，调解过程中

会耐心倾听、细心观察、客观分析，贴心地考虑双方的利益得失，为纠纷画上

“干戈化玉帛”的句号。

　　2023年7月，因部分业主长期拖欠采暖费，木垒县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多

次催交未果后向相关部门反映并打算去法院起诉。木垒县司法局得知情况后，

安排哈不都·热西提立即介入案件进行调处。

　　哈不都·热西提立即前往供热公司了解情况，并找到了业主代表，做劝导

工作，召开调解会，指出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法律责任，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

互让、共同努力妥善解决此事。

　　在他和同事情理法交融的耐心疏导和坚持不懈的劝解下，热力公司和业

主代表达成了调解协议，这起拖欠采暖费系列纠纷案得以妥善化解。

　　“要让群众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感受到公平正义。”哈不都·热西提经常这

么说。因为专业而又热心，遇到想不通的事，碰到棘手的难题，大家都会来敲

“哈不怕”的门。

　　近10年来，哈不都·热西提调解矛盾纠纷1000余起，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调解成功率达99%，2021年，他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

哈
不
都·

热
西
提

深
耕
调
解
成
就
﹃
哈
不
怕
﹄

  哈不都·热西提（左二）在个人调解室内向青少年

学生开展普法宣传。 木垒县司法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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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在执行一起民间借贷案时，官焕云（左四）现场“卖猪”抵债。

  图② 2017年，官焕云在全国“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现场，劝说被执行人张某。

  图③ 在腾房现场，管焕云逐件清理涉案房屋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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