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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满“泥土味”

　　18岁，怀揣法治梦想，郑兴隆由鄂入渝。7年的

求学时光，让郑兴隆爱上了重庆。出校门时，“湖北

娃子”已然成了“重庆崽儿”。毕业两个月后，郑兴

隆考入九龙坡区法院，被分配到离院机关40多公

里的西彭法庭。

　　“兴隆人呢？”“下乡去了。”因为年轻，郑兴隆

总闲不住。彼时，只要开完庭、忙完事，郑兴隆就喜

欢下乡走走。

　　“现场勘查，上门调解，普法宣传，下乡能做的

事可多了……”回望过去，郑兴隆对所经历的事如

数家珍。在办理一起宅基地纠纷案时，他顶着初春

的寒风和细雨，走到湿滑的田埂上，现场勘查土地

并向出耕的老农了解情况，最终妥善化解了纠纷，

使剑拔弩张的当事人握手言和，多年积怨的老邻

居冰释前嫌。

　　“脚上没泥，心里没谱。”郑兴隆表示，“作为一

名基层法官，唯有厚植乡土情怀，脚下沾满‘泥土

味’，心里才会充盈‘人情味’，才能触摸到基层群

众对司法工作的所需所求所盼。”

　　2012年到2014年，郑兴隆连续3年年均审结案

件数逾420件，调撤率达80%以上，工作实绩赢得了

西彭法庭分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

又拼又爱“较真”

　　2015年初，因工作调整，郑兴隆到民二庭工

作。为了快速融入新岗位，郑兴隆“拼”字当头“干”

字为先，坚持向书本理论学、向司法实践学、向先

进典型学，凡事早学一步、多学一些、学深一点，自

己的审判业务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郑兴隆凭借着自强不

息的拼搏精神，逐步成为民二庭的业务骨干。“遇

到疑难复杂和矛盾尖锐的案件，兴隆总是冲在前

面。”民二庭原庭长樊亚琴称赞道。

　　2020年，郑兴隆成为民二庭副庭长，肩上的担

子也更重了。早上6点左右到单位，锻炼一小时后

投入工作，晚上8点左右才下班回家。这是郑兴隆

的日常标配。时间一久，“拼命三郎”的外号悄然传

开。而且，这个“拼命三郎”还很“较真”。

　　“法官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郑

兴隆深以为意，身上总绷着一股“较真”劲，并用

“较真”妥善化解了一起起矛盾纠纷案。

　　在一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身为堂兄妹

的双方当事人反目成仇，互相起诉或提起反诉，一

案引发多案。“一纸判决或许能打开‘法结’，却不

一定能解开‘心结’，能在定分止争的同时，消除他

们之间的隔阂，案子才算办成功。”为此，郑兴隆把

“较真”做到了极致，最终在动情晓理的基础上，以

一纸调解书破解关联数案，让反目至亲“红脸”变

“和颜”。

“拒收”与“丰收”

　　“郑法官，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听到当事

人要捎来锦旗，郑兴隆急急打断了他：“周老师，心

意领了，但锦旗不能送！你挣钱不容易，能省一点

算一点，再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这已经不是郑兴隆第一次“拒收”锦旗。

　　“一面锦旗，少则几十块，多则一二百，何必

劳神费财。”郑兴隆表示，“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是

法官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老百姓满意了，就是

最好的锦旗。”

　　“拒”字背后，是司法为民的笃定情怀。郑兴

隆一边坚守着锦旗的“荒漠”，一边却笔耕不辍，

浇灌出了一片写作的“绿洲”。

　　据悉，最高法院民二庭曾选定九龙坡区法院

等全国20余家法院作为商事审判前沿信息直报单

位，郑兴隆报送的信息累计有22条被采用。今年以

来，郑兴隆在省级以上媒体发文28篇。

　　如今，不惑之年的郑兴隆越发沉稳持重。“我

是一名平凡的人民法官，在平凡中坚守初心信

仰，在坚守中发挥光与热，未来会一如既往做一

名法治的‘赶路人’。”他说。

  图为郑兴隆赶去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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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隆：有人情味的法治“赶路人”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曾令波 王倩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郑兴隆至今记

得，4年前带头组建股东权审判团队时引据《荀子·修身》自我

激励的情景。

　　郑兴隆所在的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二庭作为商事

审判庭，每年受理大量公司类案件，其中涉股东权益纠纷类案

件普遍存在法律关系定性难、调解率低、上诉率高等难题。作

为副庭长的他主动挑起重担，带头组建了股东权审判团队，专

司负责涉股东权益的公司类案件，最终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

份优异答卷。

　　2009年8月，郑兴隆硕士毕业后考入九龙坡区法院工作。

从西彭法庭到民二庭，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到审判员，从普

通干警到民二庭副庭长，15年如一日，他默默耕耘在三尺审判

台，办理民商事案件4200余件，无一案件因不合格被改判或发

回重审。郑兴隆曾获评全市法院先进个人、全市法院人民法庭

办案标兵，多次荣获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

等功……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俯下身子干实事，埋头做好‘赶路

人’，为人民司法事业添砖加瓦。”郑兴隆表示。

□ 本报记者   刘玉璟  

□ 本报通讯员 夏庆龙

　　

　　“报告公安处指挥中心，安多警务区人员、装

备要素齐全，上周共排查隐患8处、收缴管制物

品……”在拉萨铁路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安多警

务区视频会议室，警务区负责人泽旺贡布正在向

上级汇报上周工作情况。

　　安多警务区驻扎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

火车站——— 青藏铁路西藏安多站，素有“天路第一

哨”“云端警务区”之美称。警务区共有民警4名，平

均年龄33岁，管辖着从唐古拉南无人值守站至措

那湖无人值守站114公里的铁路线路，共有6个无

人值守站，跨越冻土层、无人区、农牧区，平均海拔

4700米，年平均气温不到2℃，最低气温零下40℃，

是空气氧含量不足平原地区一半的“生命禁区”。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作为负责人的泽

旺贡布，参加工作16年来始终秉持“缺氧不缺精

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和信

念，带领警务区全体民警坚守岗位、恪尽职守，落

实各项铁路公安工作，确保了辖区治安秩序持续

稳定，先后获得公安部个人二等功、公安部铁路公

安局优秀基层民警、西藏自治区优秀基层民警等

荣誉。

　　在安多站安检口、候车室、进出站口、站

台……时常能见到警务区执勤民警的身影。2024

年以来，泽旺贡布和同事共查获旅客携带的管制

物品43件，依法处理或移交违法人员3名。“处理案

事件，仅靠警务区警力是无法完成的。”泽旺贡布

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和安多县公安机关建立了联

防联控机制，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

　　3月23日，泽旺贡布接到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乘

警支队打来的电话，说由拉萨发出的Z8982次列车

上一旅客手机被盗，犯罪嫌疑人可能在安多站下

车，请协助调查。接警后，泽旺贡布立即根据线索

查看监控、核实信息，很快锁定嫌疑人在安多县帕

那镇一带，并在帕那镇派出所的协助下，成功追回

被盗手机。

　　“快点开过去，拦住牛！”泽旺贡布和同事在辖

区铁路沿线往南巡线至桑曲段时，发现有牦牛三

三两两准备进入铁路围栏啃草，便飞速驾车赶牛。

10分钟后Z165次列车由北向南穿越而过。

　　“幸好及时发现，不然很可能就造成安全事

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泽旺贡布仍心有余悸。经

仔细检查，是一处铁路护栏因土质沙化基脚不稳

被大风吹倒形成缺口，便及时联系了中铁十二局

相关工作人员修复，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辖区线路绝对安全是我们第一位的责

任。”泽旺贡布对《法治日报》记者说，要保证火车

平安通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冻土层上的铁路路

基容易塌陷，自驾游旺季总有游客爬到铁路上拍

照，沿线的施工点、施工单位和牧民要一一叮嘱，还

要提防随心所欲的牲畜、野生动物误入铁路。对此，

警务区在安排民警时时巡查沿线视频监控的同时，

两人一组，对114公里线路的所有重点部位现场一一

查看。民警们巡线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早上吃点热

乎饭带着干粮出发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就

没准了，遇上突发情况，大半夜回来也是常事。

　　“巡线排查隐患很重要，做到普法先行更关

键。”泽旺贡布说，他们在巡线期间，更多的时候要

深入沿线周边牧民家中、工区点上开展普法宣传，

特别是要针对性地作教育引导，从源头上消除

隐患。

　　每年七八月高原气候最好的时候，野生菌“黄

蘑菇”集中在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上破土而出，因其

美味而吸引了不少牧民采摘。2023年7月的一天，

泽旺贡布和同事巡线到措那湖无人值守站附近

时，发现有人越进铁路护栏采蘑菇。泽旺贡布及时

将其劝出，并在此后的宣传中，针对性向群众提出

不允许进护栏采蘑菇的规定。

　　铁路护栏外，冻土草甸上一层又一层的车辙

印，印证着“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也

是泽旺贡布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奉

献的最好证明。

　　16年的高海拔生活给泽旺贡布身上也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 青紫色的嘴唇、后退的发际

线以及被强烈紫外线照射出的黝黑脸庞。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雪加雹，四季

穿棉袄。”参加工作不到5年、来自山东的李远辉感

叹道，“在到警务区之前，都无法想象竟有如此艰

苦的地方，泽汪哥能一直坚守，太了不起了！”

　　“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下来？”记者问。

　　“是前辈田峰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泽旺贡

布的回答很直接。安多警务区的民警们以因公牺

牲民警、公安部二级英模、原那曲站派出所所长田

峰同志的先进事迹为标杆指引，传承和发扬“意志

如山，奋战雪巅，拱卫平安”的工作理念，凝聚思

想，夯实行动，扛起责任，坚守使命，用热血和担当

谱写着新时代的铁警之歌，为守护广大旅客群众

平安路贡献力量。

　　泽旺贡布回忆，2008年刚到警务区工作时，基

础条件十分滞后，他和同事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

只能在候车室打地铺。如今，警务区有了自己的办

公区和住宿区，还配了自来水、淋浴间、洗衣房和

高压氧舱。尽管警务区至今都没有自来水，尽管氧

气依然是比食物还重要的物资，尽管风依然大得

能把人吹倒……“现在的条件已经特别好了。”这

句话，泽旺贡布多次提到。

　　“我们的工作虽然很艰苦、很枯燥，可是既然

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要在平凡中奉献自己。”警

务区阳光棚里小菜园的向日葵、菜瓜、西红柿、豌

豆苗催生叶芽，迎着阳光拼命向上，泽旺贡布的嘴

角边不由自主地露出幸福的笑容，他早已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图① 泽旺贡布在安多火车站迎接旅客列车。

  图② 泽旺贡布在一号护路中队检查安全设备。

  图③ 泽旺贡布在安多段沿线向牧民宣传铁

路安全。

拉萨铁路公安处供图  

泽旺贡布：在“云端警务区”扎根

  图为李清泉（中）与条线获奖选手合影。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褚泽言

　　

　　“包揽全省前三！”捷报传来，这样的成绩对徐

州代表队的主教练李清泉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

在情理之中。在2024年度江苏案件管理业务竞赛

中，徐州代表队包揽“全省案件管理业务竞赛标

兵”前三名，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优秀组织奖，

同时获得最佳综合业务知识、检察业务数据分析

两个单项奖，取得赛事的大满贯。

　　李清泉，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他先后被评为全省十佳

侦查监督办案能手、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先进

个人，入选江苏省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人才库、

扫黑除恶斗争专门人才库等，先后5次记个人三

等功。

　　“业务竞赛不同于一般的考试比赛，功在平

时，不能靠突击。我能做的不是教你们知识，而是

帮你们提炼实践经验，整合知识碎片。”这是作为

教练的李清泉在集训第一天的开场白。在之后的

备赛日子里，李清泉依照这一原则帮选手们打通

了“任督二脉”。

　　“只要把每个案件踏踏实实办好、研究透，把每

项工作用心用脑落实到位，所有业务竞赛成绩的获

得都能水到渠成。”李清泉将业务竞赛与日常工作

相结合，一对一帮助干警攻克日常工作中的疑难问

题，在日常中锤炼提升技能，最终摘得“硕果”。

　　2007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李清泉穿上

了检察蓝，先后在侦查监督处、公诉处、第一检察

部、案件管理部、第四检察部工作。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他深入研究检察业务，多岗位锻炼，很

快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办理了全省首例

“VPN”翻墙软件案，后应公安部邀请在全国公安

机关网络犯罪培训班上授课，指导办理的徐某等

人污染环境案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领域

典型案例。

　　2013年，凭着在工作上的钻劲、韧劲，李清泉

参加第四届江苏省侦查监督业务竞赛，获得“十佳

侦查监督办案能手”好成绩，成为徐州检察机关侦

查监督条线的首位全省十佳。

　　“业务竞赛是一次系统梳理积累的实务经验和

理论知识的好机会。”离开赛场，投身办案，李清泉

完成了从积跬步到行千里，自身的办案能力也得到

质的升华。经过3年的积淀，他从参赛选手走到幕后

成为教练，用丰富的经历为青年干警“引路”。

　　在2016年举行的第五届全省侦查监督业务竞

赛中，李清泉带队取得一名全省侦查监督业务标

兵、两名全省侦查监督业务能手、优秀文书制作奖

以及优秀组织奖的佳绩，创下了徐州侦查监督条线竞赛历史最佳。因成

绩出色，李清泉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选入教练组，参与省院代表队集训

备战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业务竞赛。

　　李清泉常对年轻干警说：“业务竞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面

‘镜子’，要发现自己的短板和不足。”2020年，李清泉从侦查监督条线转

战到了公诉条线。纵观历届各条线的考核内容，备赛参赛何尝不是一次

审视检验自身、观照办案能力的机会？李清泉在日常指导办案中严格要

求办案检察官熟悉案件的法条、司法解释、规定、批复，深入研读刑事审

判参考和最新的理论学术文献，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体系。

　　正是这种对每一个案件办理的“苛求”态度，在2020年举办的第八

届江苏省十佳公诉人暨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中，李清泉带队取得两名

全省十佳公诉人、一名全省优秀公诉人及最佳论辩奖的成绩，系徐州公

诉条线业务竞赛历史上取得的最佳成绩。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李清泉善于思考、勤于学习，且专业能力突出、

理论功底深厚。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作为徐州市检察机关扫黑

办案件指导组的组长，李清泉负责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涉黑恶案件的

指导把关。为期3年的专项斗争期间，李清泉指导办理或直接参办了中

央督导组高度关注的一批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中陈某某涉黑案

等多起案件入选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

　　2014年，李清泉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推荐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

监督厅帮助工作，参与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刑事监督立案指导等工作，起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工作意见（试行）》《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危害民生

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的通报》等文件。回到岗位后，他又着力分

析研判，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强徐州市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的实施意见》，有力推动全市检察机关“两法衔接”工作开展。

　　如今，李清泉又回到了刑事检察战线，他说：“学习永远在路上，目

标永远在前方。”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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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清泉指导年轻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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