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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伟伦

　　

　　驾驶警用摩托驶入校园为师生们带

去“交通安全第一课”，引得孩子们一片欢呼；保

障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驻地周边交通安全，赢得外宾频频

点赞……进入9月，今年初正式亮相的首都铁骑女警步履不停，

用“飒”与“专”展现着北京交警的新时代风采。

　　她们，就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东

外大队的巾帼交警铁骑队，这也是北京交管部门组建的首支常态化

女子铁骑队。平均身高一米七的“95后”女警，每天骑着600斤的警用摩

托，穿梭在北京工体、三里屯等时尚街区和三环路沿线，承担着定点

疏导、事故处理、秩序整治、为民服务等诸多工作职责。

　　“飒”的背后，是女警特有的柔性执法秘笈，用温柔、细腻和坚韧

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她们“专”的背后，是坚持不懈的“魔鬼式”

训练，疤痕和淤青成了姑娘们的新勋章，也换来了突发事件时的“秒

级响应”。

刚柔并济以情以法服人

　　“这位大朋友，您带着孩子为什么要逆行骑过来，有急事需要帮

忙吗？”

　　一句面带微笑的责问，让孙女士的脸红了起来，连忙保证“下次

一定不会了”。

　　铁骑女警熊珺瑶说，在路口执勤时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会用柔性

沟通的方式照顾家长在孩子面前的尊严，然后跟家长和孩子一起讲

清这样做的危险性，“既要有理有面，又要体现执法的专业性”。

　　“我们在处置交通违法行为时有着天然的女性优势，很多交通违

法者见到我们都会主动检讨，态度也缓和很多。”巾帼铁骑队队长肖

璠说。

　　不过，女警的温柔特质有时却换来违法者的故意刁难。此前，铁

骑女警陈颖在处理一起违法行为时，男司机一下车就开始骂骂咧咧，

不断狡辩，还叫嚣着“你不懂，叫男交警来处理”。

　　陈颖越是压着心里的火气，对方态度越是嚣张，甚至拒不接受处

罚。陈颖的急脾气上来了，也不打算给司机留情面，对着男司机开始

罗列法规细则，“机关枪”式地细数着男司机违法可能造成的危害，对

方瞬间哑口无言。

　　就这样，巾帼交警铁骑队的女警们用她们的“柔与刚”维护着群

众的出行安全。聊起自己执法时的开心一刻，姑娘们说个不停，“路遇

幼儿园校车时，孩子们会向我们招手”“市民等红灯的时候，会向我们

伸出大拇指说‘真飒’”，这些小小的互动和温暖的瞬间让铁骑女警们

幸 福

满满，也让她

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

择和信念。

疤痕淤青换来“秒级响应”

　　“北土城东路有一辆小客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了交

通事故，请前往处置。”正在早高峰巡逻的肖璠接到指挥中心布

控指令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由于没有人员受伤、车损比较轻微，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也明确，

肖璠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就把小轿车带出主路停靠路边。司机下车

后就感慨：“还没顾上报警您这就到了，这速度！”

　　肖璠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处理每晚一分钟，堵车就得延长一公

里，只有尽早处理才能保障后方车流的安全顺畅。

　　“秒级响应 分钟到位”的背后，是巾帼铁骑队员们始终坚持的高

强度训练。“越是极端天气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只有掌握特殊、复杂

环境下的驾驶技能，才能在市民需要铁骑交警的时候，冲得上去，不

掉链子。”肖璠说，她们平均身高一米七，但车辆起步时依然很难做到

双脚着地，驾驭这600斤的警用摩托并非易事。

　　于是，“魔鬼式”训练就成为女警入行铁骑首先要面对的科目。相

比其他铁骑女警，没有驾驶基础的刘沛垚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完成

训练。训练中“摔车”对她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她硬是凭着一股子不服

输的劲头，每天加班加点练。那时候，她腿上、手上，总是青一块紫一

块的，手酸到拿水壶都会抖，就连回家也不敢露出胳膊和小腿，怕被

家人看到。

　　从最初的推车、扶车，了解摩托车结构及驾驶原理，再到短距离

骑行、紧急刹车，直至特技训练，姑娘们就这样一次次突破自我、挑战

自我，成为可以轻松驾驶重型摩托完成绕桩、急停、过窄桥的合格女

骑手。

新老传承队内校内皆是老师

　　今年7月，巾帼交警铁骑队迎来首次扩编，巡逻疏导范围随之扩

大。为

了让5名新铁

骑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首批5名女铁骑主动当起了老

师，一对一传授执法经验。

　　“桑拿天”里新铁骑们身穿长袖长裤款式

的骑行服，背着10多斤警用装备，一天的训练不仅衣服

湿透，身上也全是汗碱。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新警们的学艺热

情。“再带我晚上去秩序岗学学吧。”刚下班，新队员郭佳雯就找到师

父陈颖申请加班学艺。

　　“作为师父，我们更要多学习。中非论坛召开前夕，我刚刚参加完

一期脱产培训。”肖璠说，这样的培训并非只有入行时才有，而是常态

化进行，以此不断提升驾驶和执法技能。

　　“组建巾帼铁骑队，让女交警从行政岗走向执法岗，可以更好地

在一线了解群众的交通安全需求，也能充分发挥她们的天然优势，让

执法有刚度有温度。”东外大队大队长李淼说。

  老队员如今不仅在队内是师父，还成为孩子们口中的“老师”。

　　“面对没有人行横道线的区域，我们应当如何安全过马路？”

几天前，刘沛垚走进北京中学开讲“交通安全第一课”，有了基层

执法经验的她，讲的都是同学们日常所遇却时常犯迷糊的知识

“盲点”。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民警主动申请加入铁骑队伍，希望从一线工

作中历练自己，提升执法疏导和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李淼表示，巾帼交

警铁骑队已

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

平台，未来新入警营的女交警

将首先入列铁骑队进行锻炼，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让警营玫瑰代代盛开。

　　

　　图① 铁骑女警在参加集中培训。

　　图② 今年新成立的巾帼交警铁骑队。

　　图③③ 巾帼交警铁骑队整装待发。

　　图④④ 小朋友向铁骑女警问路。

　　图⑤⑤ 铁骑女警收到指令准备前往事故现场。

　　图⑥⑥ 铁骑女警正向当事人解读交通行驶规范。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本报通讯员 何建良 摄  

□ 本报记者   申东

□ 本报通讯员 于伟刚

　　

　　临近退休，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法官

史有明依然恪尽职守，如同34年前刚入职时一般，流逝

的是岁月，不曾消减的是他对群众的热情和对审判工

作的责任。

　　年近六旬的他是全国法院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

官、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然而，在六盘山脚下的老百姓

眼中，只知道他是泾源县法院六盘山人民法庭的法官。

每当有矛盾难以调和，史有明的名字便成了他们心中

的解答。“有事就找他，准没错！”有村民这样说。

建工作室服务乡村

　　俯瞰位于六盘山腹地的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一

幅青山、绿水、民居、花海、牧场绘就的美丽乡村画卷映

入眼帘。

　　2020年5月20日，杨岭村村委会与泾源县某企业签

订了租赁协议，约定将位于杨岭村的500亩土地租赁给

泾源县某企业用于发展康养中心、农家乐等旅游产业，

但由于客观因素，该康养中心及农家乐刚开工，就处于

停业、停产状态，导致资源长期闲置。

　　杨岭村村委会为了盘活有效资源、尽快推动经济

发展，决定通过诉讼方式解除租赁协议并要求支付租

赁费。六盘山人民法庭接到立案后高度重视，史有明多

次主动与该企业负责人联系，并会同乡综治中心前往

现场进行庭前调解，经过一系列释法疏导工作，最终，

双方就合同解除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如今的杨岭村各项产业欣欣向荣，群众收入不断

提高。在六盘山人民法庭的助力下，村委会也走出了基

层治理的新路子。”杨岭村党支部书记马占富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

　　杨岭村发展生态旅游的致富路子，为六盘山人民

法庭干警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史有

明与六盘山人民法庭一起，对标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研究制定的《关于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

障的20条意见》，精准对接乡村法治需求，在杨岭村等5

个村设立“史有明法官工作室”，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

主动排查纠纷隐患，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以“接地气”的

司法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上半年，法庭案件数量

同比下降11.3%，“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史法官，杨某答应得好好的，我给他干活，他给我

钱，现在活干完了不给钱，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嘛。”近

日，村民武某打电话求助史有明。

　　经了解，杨某雇佣武某给自家树苗锄草，双方约定

杨某每天支付武某劳务费50元，武某务工31天，应该获

得劳务报酬1550元。但是武某多次向杨某催要无果，无

奈之下向史有明寻求帮助。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武某年龄大了，挣点钱不容

易，1550元不多，但是对武某维持生活至关重要，杨某

迟迟不给，太不应该了。”史有明把双方拉到一起，以法

释疑、以理明事，耐心地为他们做着调解工作。

　　最终，杨某支付了武某应得的劳务费，纠纷圆满化

解，史有明脸上也露出了喜悦之情。

　　群众利益无小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纠纷”

和“小案件”，几乎占据了史有明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

间，然而，当有人问及，是否感到这些鸡毛蒜皮的琐碎

事情乏味时，他坦然回答：“对于基层法官而言，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主动处理好群众身边的‘小案’，这些细碎

的烦恼，也恰恰是我们与群众心连心的桥梁，每一件都

承载着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我们不能也不敢有丝毫的

懈怠。”

青蓝相帮薪火相传

　　在泾源县法院，一直有“青蓝相帮、薪火相传”的传

统，史有明与于伟刚，就是一对师徒传承的例子。

　　2014年伊始，现任六盘山人民法庭庭长的于伟刚，

刚调到法庭工作，就跟师父史有明一起办了这样一起

案件，虽然标的不大，但是却让初出茅庐的于伟刚至今

印象深刻。

　　2013年10月，14岁的小刚与10岁的小虎发生矛盾。

小刚回家携带半可乐瓶汽油来到小虎家并将汽油浇到

小虎前身点燃，造成小虎身体重度烧伤，X级伤残，丧

失劳动能力10%，场面触目惊心。后因赔偿问题，小虎

的父亲将小刚及其父母诉至六盘山人民法庭。案件审

结后，被告为逃避执行外出打工。

　　“我们四处打听，得知被告的父亲在青海玉树打

工。师父向院里汇报后就带上我们驱车2000多公里到

青海玉树找被告父亲，当时他高原反应很严重，嘴唇发

紫、脸色铁青，很吓人，车还坏在了玉树，因为当地没有

零件，要从北京邮寄过来，被困在当地一周多。被告父

亲一看我们大老远找来了，也就不好意思不履行义务，

最终顺利为原告执行赔偿款2万元。”于伟刚回想当时

与史有明一起办案的艰苦，既感慨又自豪。

　　“这些年，师父言传身教，教会我很多东西，直到他

推荐我担任六盘山人民法庭庭长，也依然在深刻地影

响着我，我很感激。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像师

父那样的优秀法官，教导着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会将他

的教诲传承下去，继续在六盘山脚下，续写新的法庭故

事。”于伟刚说。

　　“师徒传承，不只是一种关系，更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一种对司法为民的承诺。在史有明的指导和于

伟刚的努力下，六盘山人民法庭持续加强‘枫桥式人

民法庭’建设，不断优化‘微法庭’解纷方法，持续开

展无讼村居创建，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矛盾纠纷

化解，已然成了泾源法院深度参与基层治理的一张

亮丽名片。”泾源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梁志龙告诉

记者。

法官史有明：用心守护山村和谐美丽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房佳伟  白剑

　　

　　“黄妈”叫黄春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二师司法局五一农场司法所的专职

人民调解员，五一农场怡丰园北社区有一

间以“黄妈”命名的调解室。

　　7月15日，《法治日报》记者在“黄妈”调

解室见到了黄春芳。其实，她一点“妈味”也

没有，利落短发，身穿短袖白衬衣、深色长

裤，中等个头、不胖不瘦，未语先笑，胸前的

人民调解员徽章尤为醒目。

　　“您这应该叫‘黄姐’调解室啊！”看着

黄春芳柔和的面庞，记者笑着说。“哎哟，都

退休几年了，年龄大了。”黄春芳有点不好

意思，一边整理着桌上的调解和走访记录

本，一边和记者说着。

　　“您退休前是干什么工作的？怎么想到

做专职人民调解员呢？”记者问。

　　说起工作，黄春芳打开了话匣子。

　　黄春芳2018年退休，此前，她一直在

怡丰园北社区工作，多与妇女儿童打交

道。因为工作性质，黄春芳养成了认真负

责、温柔耐心的处事态度，同事和社区居

民都喊她“黄妈”。退休后，黄春芳想发挥

余热，刚好第十二师司法局招聘专职人

民调解员，在五一农场司法所干警的鼓

励下，她便于2020年加入当地专职人民

调解员队伍。

　　“做调解员和做社区工作不一样，光认

真负责不行，还要学法，得把法条转化成大

家能听懂的话，方便他们理解。还得会安

慰、劝导当事人，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

方立场上考虑问题，最后提出解决方案，不

然矛盾症结解不了。”黄春芳说。

　　今年6月初，一对年轻人因为彩礼退赔

问题引发纠纷报警，根据警调对接机制，黄

春芳负责调处该民事纠纷。她迅速了解情

况、梳理矛盾焦点：这对恋人订婚后闹掰

了，双方父母的介入让矛盾扩大，现男方索

要20万余元彩礼，女方不同意退。

　　黄春芳多方调和，确定这对年轻人没

有和好可能后，与双方当事人及其父母分

别谈话，既讲法又说情，劝说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同

时也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最终，女方同意归还20万

余元的彩礼及首饰，男方补偿女方5万元。

　　黄春芳在调解中展现出来的法治素养、调处技

巧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

　　“想要干好这份工作，不仅要学习法律知识，还

要学会梳理矛盾焦点。”黄春芳说。她将在社区工作

时积累的经验用到矛盾纠纷化解上，还主动学习电

脑操作技能，以满足调解案例上网的信息化需求。

　　2021年4月，在办理13名务工人员讨薪纠纷时，黄

春芳配合五一农场司法所干警，白天与劳动监察部门、

信访部门、公安机关对接，做好安抚工作；晚上加班梳

理证据、整理材料、分析症结。经过16个小时的努力，工

程项目负责人一次性付清9万余元工资。

　　2022年3月，辖区两户居民家的孩子在学校打闹，

致使一个孩子的门牙断裂，双方家长以及学校因赔偿

事宜产生争议，三方到五一农场司法所申请调解。黄春

芳接手后，第一时间到学校走访了解情况，查阅法律规

定，最后把三方约到一起，摆事实、讲法律、明利害，有

理有据主持调解，促使三方达成一致意见。

　　“我的手机号就是热线，啥时间都有人打过来。”黄

春芳笑着说。原来，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五一农

场司法所征得黄春芳的同意后，将她的信息印成名片，

贴在单元楼门口、广场信息栏等醒目区域，群众可随时

拨打其手机号咨询法律问题。

　　“烦吗？”记者问。“很有成就感，特别是听到对方说

‘谢谢’时。”黄春芳脱口而出，她又指了指墙上的锦旗，

笑着说：“这是前不久一对夫妻送来的，我帮他们要回

了工钱，他们坚持要给我送锦旗。你说花这钱干啥，怪

不好意思的。”

　　4年来，黄春芳调处了近600起矛盾纠纷，为1000

多名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近8000万元。2023年8月，

黄春芳被兵团司法局授予“兵团优秀人民调解员”荣

誉称号。

　　当被问及打算什么时候真正退休时，黄春芳又笑

了说：“努力做好‘和事佬’，直到干不动为止！”

　　

　　图① 黄春芳（右一）与社区干部交流调解心得。

　　图② 黄春芳（左一）调处一起婚约彩礼纠纷。

　　五一农场司法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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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巾帼交警铁骑队：刚柔并济下“秒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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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史有明深入乡村开展巡回审理。 　　泾源县人民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