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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搬到山林田野间

　　身为二级高级警长的陈飞，是浙江省为数不多的

拥有“白衬衫”却仍在一线接处警的派出所民警。但本

应穿在身上的“白衬衫”，却被他挂在了办公室的柜子

里。陈飞说，在群众眼里，基层民警都是“蓝衬衫”，为

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因此工作时就穿着晋升前的

“蓝衬衫”。

　　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陈飞是湖州第一批“生态警

长”，见证了西塞山生态环境的蝶变。担任社区民警以

来，他走遍了西塞山林区的角角落落，身上这抹蓝色

早已和山林的翠绿融为一体。

　　同事眼中的陈飞，把这一草一木看得比自己生命

还重。他把办公室搬到了山林田野间，不管是逢年过

节还是日常走访，每天都要行十几公里，到责任林区

走一遍，常年的奔走，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

满是厚厚的老茧。现在，他早已对林区里各种难辨的

植物如数家珍。从警期间，他先后参与扑火40余次，制

止盗砍盗伐31次，挽救了大量国家财产损失。

　　除了山林田野，村口广场也成了陈飞的办公室。

　　这几年辖区的生态环境越变越好，老百姓对环境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哪里的环境稍有异常，他们就会

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在陈飞眼里，常聚有跳广场舞群

众的村口就是一个信息集散地，“在这里，能听到群众

说出的真心话，吐露的烦心事。”抱着这样的初衷，陈

飞也学会了广场舞。

　　7月末，陈飞与往常一样，晚饭后来到广场，闲谈

中听到谢大姐说起，最近集市上来了两个陌生的鱼

贩子，称自己卖的是太湖野生的鱼虾，也不知是真

是假。

　　陈飞心里犯起了嘀咕，自2020年10月1日太湖正式

进入10年禁捕期，怎么还能有野生的鱼虾呢？带着疑

问，他叫上几个同事在西苕溪沿岸展开排查。经过半

个月的蹲点守候，终于在一天凌晨看到芦苇丛中有几

束晃动的灯光，走近一瞧，发现5个身影正吃力地往岸

上拖拽渔网。

　　陈飞和同事迅速扑上前，当场将5名涉嫌非法捕

捞的犯罪嫌疑人抓获，查获百余斤鱼虾和一批捕捞

工具。

　　2023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以来，陈飞共办理

各类案件36起，调解各类纠纷70余起，发现并整改各类

风险隐患120余处。

21次家访解开“心结”

　　湖州，地处太湖之滨，山清水秀，自古以来是江南

的鱼米之乡。如何护航绿色发展，守好“米袋子”，让来

鱼米之乡的种粮户更有奔头？每到农忙季节，陈飞的

身影就出现在田野中，为种粮户排忧解难。

　　今年年初，种粮大户葛大爷首次使用无人机播

种，结果种子撒得参差不齐，浪费种子不说还耽误了

春耕。葛大爷与无人机公司多次协商都无法达成

赔偿。

　　一个要赔3万元，一个只赔2000元，由于双方没有

签订纸质合同，一时争执不下。陈飞给葛大爷算了一

笔账：种子钱4320元，地重新翻一共3200元，总共需要

7520元。最终，双方各让一步，一致同意了7500元的赔

偿金额。

　　随着经济的发展，杨家埠街道综合物流园区、新

能源汽车产业等各种新业态不断聚集。然而工业迅速

发展的背后，治安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也接踵而

至。陈飞创新运用公心解决、耐心解释、诚心解气“三

心三解”工作法，全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为解决河坝低矮、洪水倒灌、污水入河等

一系列问题，湖州市政府实施了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

治工程，工程涉及杨家埠的多个村庄部分村民征迁。

　　辖区的成大姐为了工程建设带来的征迁问题讨

说法，成了一名信访老户。2022年7月，陈飞第一次登

门，就被成大姐泼了一鞋脏水；第二次登门，陈飞吃了

闭门羹；第三次约上门，又被挂了电话。

　　陈飞在工作笔记中写下一句话：“没有解不开的

‘死结’。所谓‘死结’，无非是下的功夫不够深，想的办

法不够多。”

　　趁成大姐不在家，陈飞常和她母亲拉拉家常。渐

渐的，把成大姐的情况摸了个透：她不仅患有多种疾

病，而且精神状况也不好，再加上房屋质量有问题，可

谓心力交瘁。

　　陈飞带上慰问品再次登门，还把从多方打听来的

治病土方子一 一向成大姐作介绍，并现场做示范。

　　一番解说下来，陈飞口干舌燥。成大姐怕陈飞顾

忌，拿出一瓶矿泉水。陈飞却自然地拿起桌上茶杯，倒

上一杯水一饮而尽。自此以后，成大姐慢慢地把陈飞

当成了家人。

　　经过21次上门走访，陈飞终于解开了成大姐的心

结，帮助她办理了医保、置换了新房。2023年1月，成大

姐表示不再上访了。

　　如今的杨家埠产业兴、乡村美，正生动演绎着以

更美促更富的乡村振兴进行曲。

　　陈飞说：“跟老百姓打交道，只要你尊重他、关心

他，他就会接纳你、信任你。”截至今年8月，辖区其他

12名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均表示停

访息诉，陈飞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

守护山水就是守护人心

　　陈飞深知，一个基层民警守护的不仅是看得见的

绿水青山，还有千金难换的人心。

　　陈飞有个习惯，当一起纠纷或复杂警情处理结束

后，都会和当事人或他们的亲属加个微信，事后再跟

进问一问、劝一劝。正因此，陈飞的“朋友圈”越变越

大，微信通讯录里的好友从1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其

中有为征迁款闹翻的兄弟，有吵嘴打架的小夫妻，还

有社区戒毒人员、刑满出狱人员……几乎每一个，都

是他主动发出“添加请求”。

　　今年高考结束后，陈飞收到了山东菏泽“四胞胎”

父亲陈进学通过微信发来的喜讯：“老二老三都被中

国刑警学院录取了，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像你一样的

好警察！”

　　陈进学是一名货车司机，去年在跑运输过程中因

疫情被隔离在湖州酒店，因为受到陈飞细心照顾，解

开了抵触心结，两人成为“微友”，会时不时聊天。

　　如今，陈飞手机里的“微友”遍布全国17个省市，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他关注关心的当事人。陈飞说，只

要有时间，他就会通过微信和当事人联系一下，问一

问情况，看看有什么能帮一帮的。

　　居民小沈是一个“酒蒙子（酗酒）”，但陈飞却待他

如亲人，经过3个月的教育引导，小沈不仅找了一份正

经工作，还下定决心痛改前非；老黄父女水火不容，常

常因琐事报警，邻居见了绕道走、干部听了直摇头，陈

飞不抛弃不放弃，最终让父女二人冰释前嫌……

　　“群众把我看作希望，我绝不能辜负对我的这份

信任。”陈飞说，自己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苦出身，最

见不得的就是群众受苦。

　　陈飞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会走得

很远。他充分发挥生态警长人头熟、地形熟、情况熟

的优势，联合村里的退休党员、退伍军人等人，建立

了“生态警长+网格员+志愿者”联动机制。如今，团

队从最初的1人发展到了300多名生态志愿者，工作

室更成为全省首家地市级“英模带教”实践教学

基地。

陈飞：守护山水更要守护民心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徐娅莉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描绘的正是太湖湖畔西塞山前的优

美景色和恬适生活。

　　在这里，活跃着一位满头白发的“生

态卫士”，他行走在这片绿水青山间，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他叫陈飞，是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

公安分局杨家埠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李素云 马溶霞

　　

　　“工作踏实认真，用行动说话”这是领导对她的

肯定；“可敬、可爱、可学”这是同事对她的赞许；“陆

法官就是我心中人民法官的形象”这是当事人对她

的认可。

　　她叫陆云云，是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执行法官。从事执行工作不到两年，她已收获

18面饱含敬意的锦旗和数封感谢信，温柔又坚毅的

她，在执行岗位上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执行

法官的用心与担当。

迎难而上化解执行老案

　　2021年1月，初到蓬莱区法院执行局，陆云云选择

了迎难而上，啃起了终本案件维护这块“硬骨头”。终

本案子都是棘手的老案，案情疑难复杂，当事人之间

矛盾也更加尖锐。陆云云没有退缩，通过付出更多耐

心和精力，以更加细致、用心的工作取得当事人的信

任和配合，让一起起老案迎刃而解。

　　1995年，许某为追要借款起诉到法院，因被告王

某不履行判决故申请执行。但债务人名下没有任何

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几经更换承办人，20多年没有

进展。

　　2022年1月，陆云云接手该案，“借款时许某五十

多岁，现在已经八十多岁，案款虽然不多，但他几十

年来一直为追要欠款奔波，身体还不好，我内心非常

焦急，真的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不能轻易放弃。”陆

云云下定决心要将这个老案子办出来。

　　为了核实王某的实际执行能力，陆云云多次到

王某所在社区了解其情况。走访得知其收入不少，但

全部收入都交由家属保管。对此，她先后7次到王某

家中做王某及其家属的工作，从情理入手，以法理引

导，最终许某与王某达成执行和解。

　　2023年春节前一天，王某将最后一笔分期款项打

入法院账户，此时申请人许某已经离世。“老人走的

时候没有遗憾，我们全家人从心底里感谢陆法官。”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许某的子女将一面锦旗送到

蓬莱法院，锦旗上“尽职尽责 为民办事 依法维权

弘扬法治”的烫金大字熠熠生辉。

　　看着锦旗，陆云云说：“它像一面警钟，时刻提醒

着我，快一点，再快一点，做一点，再多做一点。”

情法结合实现案结事了

　　陆云云在工作中发挥女性细致耐心的性格优

势，尽心尽力帮助有困难的当事人，展现司法柔情。

　　因车祸导致腰部以下瘫痪、构成一级伤残的王

某，此前一直为赔偿款发愁。“受伤以后，我的生活无

法自理，心情郁闷。因为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赔偿款又一直要不回来，我们家

的日子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了。”说起自己的遭遇，王

某眼中含泪。

　　“要让她感受到法院的关怀，感知到我们在全心

全意帮助她。”陆云云接手后，很快定下了解案思路。

陆云云多次电话与被执行人联系，但被执行人始终

拒不接听。与此同时，陆云云积极开展查控工作，终

于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一笔土地补偿金尚未发放，

遂迅速予以冻结。同时，传唤被执行人至法院，详细

了解其生活工作情况，依法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并对

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最终，被执行人意识到自己

的过错，主动要求与申请人和解。

　　“感谢陆法官，帮我追回28万元赔偿款，让我们

家看到了希望。”王某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法院，将

一面写有“怀爱民之心 办利民之事”的锦旗，送到了

陆云云手中。

　　陆云云经常与王某联系，听她诉说烦恼，与她分

享生活感悟，还不断鼓励她树立信心。“每次跟陆法

官聊完，我心里都觉得很温暖，情绪好了很多。”王

某说。

　　在陆云云看来，每一起未执行到位的案件，都是

申请人心中的一份牵挂，甚至是心结，执行法官不单

单要解决案件，更要做到案结事了，让当事人去了心

思，放下过往，继续好好生活。

兼具力度温度两方皆服

　　“让申请执行人信赖，让被执行人信服。”这是陆

云云的办案原则。她常说：“执行既要有力度也要有

温度，双方当事人都信服，案结事了是最好的结果。”

　　“感谢法院的有力执行，多少年的欠款被追了回

来，了却了我们企业一桩心事，解了我们资金流转难

的燃眉之急！”某水泥公司负责人来到蓬莱法院，将

一面印有“给企业解忧两袖清风 为经济护航正气浩

然”的锦旗送到了陆云云手中。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本职工作，虽然再三拒绝，

可他们还是把锦旗送来了。”陆云云说。

　　某水泥公司与某商贸公司签订《矿粉中转库战

略合作协议》，水泥公司多次向商贸公司购买矿粉，

支付货款后，商贸公司一直未给付矿粉。法院判决商

贸公司返还货款，判决生效后，商贸公司一直未履行

判决确定义务。截至2022年8月底，该商贸公司尚欠本

金65万元，影响了水泥公司的资金流转。

　　接手案件后，陆云云经执行查控系统并借助府

院联动机制等多方渠道，查找到了被执行人财产线

索，立即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采取了查控冻结措

施。后被执行人代理律师主动联系法院，表示企业经

营困难，希望与申请人达成和解，经陆云云多次耐心

细致的组织双方沟通，最终促成了双方和解。

　　在案件执行完毕前，被执行人为了企业发展向

法院申请将其从失信人名单中撤出。考虑到被执行

企业经营存在困难，有停工停产的风险，陆云云秉持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向申请人做释法明理工作，申请

人欣然同意，法院将被执行人撤出了失信名单。商贸

公司负责人竖起大拇指说：“作为被执行人，我对陆

法官也是服的。”

　　“从来没有白做的工作，你的用心当事人都看得

见。”陆云云在执行路上绽放着绚丽光彩，她用自己

的言行，书写着新时代执行法官砥砺前行的动人

篇章。

陆云云：执行既有力度也可有温暖
□ 本报记者  黄洁

□ 本报实习生 范嘉豪

　　

　　“感觉自己好像一只不停结网的蜘蛛，联系

节点、延伸触角，让普法联盟这张网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是已连续干了9年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的祖玉凡，对自己工作的形象

比喻。

　　40岁的祖玉凡是北京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

治理处的副处长，在法治宣传的岗位上已是一

名轻车熟路的“老兵”，虽然市局层面的工作更

多以统筹协调为主，但祖玉凡仍坚持俯下身，推

动建立通过开展社会调查掌握不同群体法治需

求的“量身式”精准普法新路径。

　　到市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工作不久，祖

玉凡就有了“抱怨”：“我和群众面对面沟通的

机会太少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她一直

在思考，怎样才能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实现

“让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为

此，祖玉凡从日常工作入手，通过强化机制建

设、丰富载体形式、深化普法实践、打造特色

品牌等各个环节，努力提升普法宣传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每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忙忙碌碌是祖玉凡

的工作常态，除了负责日常协调各委办局落实

普法责任制和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日常工作，她

还负责着全市重点普法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

而即便再忙，祖玉凡的身影都会时常出现在乡

村、社区、企业、学校，忙着开展社会调查，掌握

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多年的调研与观察让祖玉凡懂得百姓“想要

看什么，乐意看什么”，她立足受众视角，围绕宪

法、民法典等宣传主题，先后策划、创作《信仰》

《根基》《民法典——— 人民的守护者》等多部内涵

丰富思想深刻的公益普法宣传片。

　　不仅如此，北京市普法联盟工作平台的从

无到有，祖玉凡同样功不可没。“普法联盟建立

过程中，我和全处同志共同梳理了每个单位的

不同特点和普法责任制清单内容，将45个行业

系统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联结起来，共同搭建起

普法联盟工作平台。”祖玉凡说，普法联盟最初

的推进并不十分顺

利，很多单位都面临

着人员少任务重等重

重压力。为了扎实推

进普法责任制落实，

她与重点普法责任制

单位一家一家沟通，

耐心细致地解释普法

联盟的组织形式，工

作机制，并结合各单

位实际尽可能提出一

些合理的工作建议。

经过一个月无数次

“磨破嘴”“跑断腿”的

沟通协调，祖玉凡最

终成功让45个市级单位从“怀疑”变成“理解”，

从“担心”变成“支持”。

　　几年来，每到重要时间节点，每当开展重点

普法宣传活动时，联盟各支宣传服务队活跃在

普法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让群众找到想找的人，听见想

听的话。很多单位还在此基础上重点打造形成

了具有行业特色的普法品牌。

　　在普法工作中，祖玉凡的视角始终紧盯群

众需求。2020年，她意识到电视媒体覆盖面广、

受众多、影响大，便萌生利用此平台扩大普法力

度的想法。经过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

《和你在一起——— 北京市12·4国家宪法日暨宪

法宣传周特别节目》成功推出。从活动主题的确

定、内容选题策划、节目文案的撰写到现场环节

的编排，她反复推敲，精心安排，最终顺利使宪

法宣传活动首次以电视节目形式在荧幕上生动

呈现。

　　2022年是现行宪法颁布40周年，北京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宪法知识竞赛，自10月起，初

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压茬推进，祖玉凡充分

结合每个竞赛阶段的特点和形式，详细制定竞

赛规则，反复推演竞赛场景，集中组织线上测试

和线下彩排，确保竞赛全流程、各环节不出

问题。

　　可没想到的是，决赛前一天，原本在现场录

制的安排因故取消，改为线上竞赛，制定比赛规

则、设计线上答题程序、通知决赛队伍……一系

列工作都要在一天内调整完成。祖玉凡难忘那

个决赛前夕：“直到晚上10点，我们处里还是热

火朝天，灯火通明，有人在校对试题，有人在测

试程序，有人在沟通预案。”凭借日常积累的丰

富活动经验，全体工作人员齐上阵，决赛得以圆

满收官。

　　“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群众所需所盼，用

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文化，把法律讲出百

姓味，让普法更加接地气。”祖玉凡总结道。

　　祖玉凡说，她所理解的法宣情怀，是团结

协作、分工配合的自觉感，是功成有我、不必

在我的使命感，是负重前行、劳有所获的成就

感。在普法路上默默耕耘9年多的祖玉凡，曾

荣获“首都环境保护

先进个人”“北京市

扫 黑 除 恶 先 进 个

人”“北京市司法行

政 系 统 先 进 个 人 ”

等 荣 誉 称 号。2 0 2 3

年 ，她 获 评 第 二 届

“北京榜样·最美法

律服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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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祖玉凡结合

宣传重点策划普法活

动主题。

北京市司法局供图

  图为一起加工合同纠纷案件的申请人向陆云云了解案件执行情况。

蓬莱区人民法院供图  

  图① 陈飞为群众调解纠纷。

  图② 陈飞到种粮大户葛大爷家走访。

  图③ 当事人在陈飞工作室握手言和。

湖州市南太湖公安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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