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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行菲：法庭内外皆为孩子重拾笑脸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实习生 高硕

　　

　　“我坚信，这个社会携手共同为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可能

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甚至整个家庭的未来。”这是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短片《回归》的结束语，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少年法庭）

副庭长吕行菲对新时代少审工作意义的解读，也是她作为少审法官的工

作动力。

　　近日，吕行菲获评“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称号，她

参加创作的这部短剧获评第十一届“金法槌奖”微电影类评委会特别

奖。近年来，作为延庆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探路者的吕行菲，在全市率先

探索实践“融合式”少年审判工作模式，成立区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为

涉案未成年人提供案件审理“前、中、后”全阶段的司法保障，将法庭教

育、普法宣传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有机融合，让一个个孩子重拾阳光

笑脸。

裁判助孩子重拾自信

　　2023年年初灵灵因被同年级男生

小东编造“黄谣”精神遭受巨大创伤，

多次实施自残、自杀行为，无奈休学。

第一期治疗结束后，灵灵以名誉权纠

纷起诉小东及其父母，要求他们承担

侵权责任。

　　开庭审理前，吕行菲约灵灵见了

一面，孩子说话声音细小，低着头不停

地使劲抠手指甲。当提到那个“黄谣”，

孩子突然身体颤抖，反复说着：“我想

让他承担责任，还我清白。”手腕上露

出的醒目伤痕，仿佛急于替她诉说那

段灰暗的惨淡时光。

　　为了让灵灵获得公正判决，吕行

菲自学了社会学、青少年心理学知识，

最终撰写出一份15000余字的判决书，

剖析“黄谣”在学校中蔓延的后果和它

对灵灵的伤害，支持了灵灵的诉讼

请求。

　　12月29日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也是案件宣判的日子。在判决书

的最后一段，吕行菲写下一段法官寄

语，希望灵灵能够冲破过去的阴霾，成

长为坚毅勇敢、珍惜生命的人；希望小

东能以此为鉴，学会尊重他人；也写给

万千她关心关注着的未成年人，向他

们传递着可看见、可感受、可理解的公

平正义和司法温情。判决作出后，双方

均未上诉。

　　判决的落定并非终点，吕行菲在

案件宣判当天交给了灵灵一封信，信

中语言饱含鼓励与支持：“当你勇敢发

声，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就是拯救自己

的超级英雄！相信你的维权经验，也一

定会帮助和鼓舞更多和你一样受‘黄

谣’侵害的女孩子们。勇敢的你，值得

一切称赞！”

　　在信件的最后一段，吕行菲向灵

灵道了一声“新年快乐”，并祝福她拥

有新的开始。而来自灵灵的回信也和

2024年的第一缕晨光一起送到了吕行

菲的手上：“看到了您的信后，我已经

不那么悲观，身体也逐步恢复，我也会

不负期望，好好生活。”灵灵的心结终

于解开，合上信封，吕行菲也露出

笑容。

　　灵灵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在法

官的帮助下重展笑靥，又是幸运的。而

这份幸运，得益于延庆法院在少审工

作机制上的前沿探索。近年来，吕行菲

所在的少年法庭在全市率先探索实践

“融合式”少年审判工作模式，从审判

理念、审判组织、审判模式、审判及社

会治理四个融合维度开展改革工作，

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案件审理“前、

中、后”全阶段的司法保障。

　　吕行菲说：“我们通过裁判传递正

确价值导向的同时，采用判后信、判后

寄语等形式，向青少年传递可看见、可

感知、可理解的公平正义和司法温情，

以此播撒法治信仰之种。”

“母爱”让孩子有梦敢为

　　“阿姨，我听过你讲的法治课，这

次能请你帮帮我吗？”这份求助，来源

于一位名叫小童的16岁高中生。小童

父亲失联多年，母亲于2023年因实施

犯罪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他只能和

姥姥、姥爷一起生活。面对猝不及防的

家庭变故，小童陷入了迷茫，无奈之

下，他联系到吕行菲，这位曾作为法治

副校长给自己讲授法律知识的法官，

同时也是办理自己母亲案件的法官。

　　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吕行菲了解

到小童原来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

绩，梦想考入医学专业成为一名大夫，

救死扶伤。但变故发生后，小童每天心

事重重，无法安心学习，成绩也因此大

幅下滑，每当老师和姥姥、姥爷尝试对

其进行劝慰，或提及他的母亲，他都会

止不住流泪，闭口不愿交流。

　　同样身为人母的吕行菲心中百感

交集，她惋惜于小童妈妈在孩子重要

的人生阶段缺席，也悲悯于小童志学

之年却遭此不幸。

　　“孩子，在你妈妈出狱之前，你生

活、学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

我。”吕行菲向小童作出了承诺。在随

后的时间里，吕行菲每周都会听小童

讲述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并

给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她参加小童班

级家长会，定期和班主任老师沟通，在

小童每个关键的人生节点，送上礼物

和祝福……

　　2024年的母亲节，吕行菲收到了小

童送来的鲜花和一张写有“祝吕妈妈母

亲节快乐”的贺卡。同时到来的，还有他

最新的考试成绩。看着成绩单上进步了

100多名的名次，吕行菲知道，小童正一

步步踏进自己梦想的旅途。

　　如今，跟吕行菲一样的31名延庆

法院法治副校长积极履职，探索构建

以学校、学生需求为索引的全新服务

模型，走出一条崭新的实质化履职路

径。吕行菲说：“对于在履职过程中发

现、获取的困境儿童线索，法治副校长

们都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核实，并会

同有关单位向其提供贴合需求的必要

帮助，帮助孩子们摆脱生活困境。”

巧招令孩子重获幸福

　　在吕行菲帮助下重新获得幸福

的孩子，还有6岁的琦琦。琦琦父母此

前经法院调解离婚，父亲王强获得抚

养权，母亲刘甜支付抚养费。离婚后，

王强组成了新的家庭，换了新的工

作，需长期生活在外区，刘甜便常常

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直接照顾，也因

此和王强多次发生矛盾。某日，王强

和父母突然一起来到刘甜家，要求其

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并要将孩子强行

抱走。

　　冲突现场，民警的执法记录仪记

录下了当时混乱的场面，成年人们互

相推搡、出言不逊，面对这场至亲间的

“混战”，琦琦被吓得在墙角处团团转，

她眼中噙着泪水，挥舞双手大喊“别打

了，别打了，我回去”。

　　“混战”之后，王强接回琦琦并拒

绝刘甜探望孩子，同时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要求刘甜支付拖欠的抚养费。

刘甜则一边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一

边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孩子的

惊慌和无助。”承办这起案件的吕行菲

表示，为了解琦琦和谁一起生活更加

合适，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了社

会调查、观护，并对王强、刘甜两人进

行《家长核心胜任力测评》。开庭前，她

结合社会观护报告和测评结果对两人

进行了长时间的调解，并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调解现场，吕行菲播放了那段

执法记录仪录像，看着屏幕中横眉怒

目的自己和角落里的琦琦，两人沉默

良久。“别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牺牲

品。”吕行菲这样说。

　　最终，王强与刘甜达成调解协议，

王强同意变更抚养权给刘甜，双方就

各自申请的强制执行案件与对方达成

和解。

　　在延庆法院，像王强和刘甜这样

通过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而缓和矛盾、

做出改变的离异夫妻不在少数。“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吕行菲看

来，家庭教育对于培养未成年人法治

意识、塑造其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至关

重要。

　　“为了让更多迷途的少年回归正

轨，让更多破碎的家庭停止纷争，让更

多遗失的笑容得以重现，我的工作不

能止于裁判。”这是吕行菲的办案准

则，让涉案青少年充分感受到公平正

义及司法温情，是她对孩子们的态度，

更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图① 吕行菲与涉案未成年人拥抱。

  图② 吕行菲为未成年当事人撰写判后信。 延庆区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曹长青 陈明云

　　

　　“在农村，很多矛盾纠纷都是邻里间鸡毛蒜皮

的小事引起的，事情虽小，如果不及时处理好，后劲

就很大，会引发重大矛盾纠纷。我们就是他们的‘和

事佬’‘灭火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张家镇榕

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莫时华说。

　　学法律知识、学调解技巧，摸索工作规律，研究

工作方法，不断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

问题的能力……自开展“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

来，榕津村被确定为桂林市“法律明白人”试点村，

莫时华成为首批“法律明白人”，为了让自己真正成

为群众身边的“明白人”，他可下足了功夫。

　　有村民说：“莫书记有一个口袋普法本，时不时

变着花样从口袋里拿出你想了解的普法宣传单。”这

是莫时华的一个习惯，下村开展工作时口袋里一定会

装着一些普法宣传单。“这些法条都是我平时学习摘

录的，自己学习的体会和案例及法条都有。”莫时华

说。这些习惯也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按照普法要求，他

经常给群众讲法律，群众都说莫书记讲法有一套，他

讲得浅显通俗，大家听得进去，入脑入心。

　　莫时华深知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律明白人”必须

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业务能力。他自学相

关的法律法规知识，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打电话请教

村里的法律顾问，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

么”。他带头创建“大嫂子法治宣传服务队”，将法治

知识融入快板的说唱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法治宣传活动，现场常常座无虚席，实现群众家门

口学法。

　　有一天，榕津村委妙口村村民莫某找到正在村

委会值班的莫时华气冲冲地说：“我的3亩地都被砖

厂破坏了，但是砖厂那边不赔偿，如果再这样我就要

去砖厂堵路去县里上访……”

　　听完事情原委，莫时华叫来“大榕树”调解工作

室调解员一起劝阻安抚情绪激动的莫某。莫时华耐

心地向莫某说：“你放心，这个事情会帮你处理好的，

你千万不能采用一些极端手段。因为这种行为不仅

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会违法。”调解工作室调解员

也一起语重心长地劝莫某。经过多次法律讲解，设身

处地帮其想办法、出主意，最终莫某同意坐下来与砖

厂协商。经过多方积极调解，双方在“大榕树”调解室

成功签订协议书，砖厂支付6万元给莫某，双方达成

和解。

　　近年来，榕津村创建“大榕树”法治文化主题公

园、“大榕树”调解工作室、法治一条街等，莫时华依

托榕津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大榕树”法治大讲堂、

“大榕树”调解工作室等践行大榕树“邻里说事点”调解制度，采取“邀

邻里参加、听邻里意见、由邻里做主”的邻里说事方式，通过干部问

事、村民说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督促查事五个环节化解群众矛盾

纠纷，共化解矛盾纠纷10余起。

　　莫时华善于在工作中总结经验，他认为当好“法律明白人”要

做到“三个点”，法律知识多学一点，每当有新法律颁布施行，他总

是第一时间去学习，并把法律条文转变成群众能接受的语言进行

宣传；调解纠纷要把握关键点，他认为在调解中“法律明白人”

要把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内心真实想法作为调解关键点，充

分利用“人熟”的优势，采取迂回策略，把纠纷化解掉；找

准双方矛盾的争议点和契合点，旁敲侧击，背靠背说

情，使双方都能换位思考，切实把矛盾纠纷及时化

解好，做到“事了心结解”。

　　 莫时华作为“法律明白人”真正做到了

知民情、解民忧，切实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

身边，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彰显了“法律

明白人”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筑牢

基层“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

用。2024年以来，莫时华共调

处各类矛盾纠纷50余件，

收集社情民意180余条，

解决群众各类难题

50余个，开展法

治 宣 传 6 0

余次。

莫
时
华

当
好
﹃
法
律
明
白
人
﹄
要
做
好
﹃
三
个
点
﹄

吕京：让悬案“峰回路转”的“破译者”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陈旭

　　

　　辖区一旦发生案件，需要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

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手戴白手套，肩挂照

相机，巡视着现场的一切。他就是江苏省无锡市公安

局惠山分局刑警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吕京。

　　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后，吕京一头扎进

刑事技术岗位，14年如一日刻苦钻研，熟练掌握技

术勘查手段，练就一身过硬刑技本领，多次在全

国、全省公安刑事技术大赛中斩获佳绩。

　　排查现场每一处可疑痕迹，烈日下一寸寸寻

找任何遗留痕迹，在恶臭垃圾堆中翻查关键物证，

在荒山或洞穴中奋力挖掘线索，这都可能成为吕

京的工作日常，只为了能够发现关键证据。

　　“辖区某新建大楼大量电缆线被盗，损失惨

重。”面对案发现场极其复杂的环境，吕京凭借着

多年的经验，将被盗楼层及出入口圈为重点部位

先行开展勘查工作。当勘查至大楼高层平台时，天

色已有些昏暗，隐隐有下雨的趋势，突然一枚可疑

足迹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了不让雨水破坏关键证

据，他立即上前对该枚足迹进行抢救性提取，不料

被台阶处弯起的钢筋刺入了右腿，鲜血瞬间将警

裤浸湿。为了争分夺秒提取，吕京忍着剧痛坚持到

了勘查结束。正是凭借这枚至关重要的足迹，涉案

犯罪嫌疑人身份迅速被锁定，并成功连带破获多

起盗窃电缆案件。

　　“每个案件现场都会有各种情况发生，耽搁越

久，留给我的线索就会越少，我必须和时间赛跑，

做到快勘快检快出结果，为办案部门破案找到证

据、争取时间。”吕京说。

　　身为技术员，吕京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得克

服得了恐惧。凌乱的现场、斑驳的血迹、冰冷的尸

体……这得需要拥有足够的勇气、胆量以及专业

精神投入到工作中。

　　“辖区居民谭某某失踪1个多月后，其尸体在

一出租房床底下被发现。”正值深冬，接到报案后，

吕京立即赶往案发现场。经法医检验判断死者系

被勒颈窒息死亡，由于案发时间久，加之现场也已

被凶手仔细清理过，相关痕迹物证的提取难上加

难。在长达6个小时的工作后，现场勘查未有明显

进展。

　　恶劣的天气环境消磨着所有人的体力和耐

心，吕京握着指纹刷的手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

但他仍在反复观察案发中心现场和周边环境，绝

不遗漏每一个角落。突然，天井角落里一只不起眼

的垃圾桶引起了他的注意，桶内已腐烂发霉的垃

圾散发着阵阵恶臭。

　　“怎么办？”吕京一咬牙，“翻！”经过仔细翻找，

发现了一团纸巾。经提取检验，成功在该纸巾上检

出了关键证据，最终成功比中案犯，为顺利破获这

起命案奠定了基础。

　　“干刑事技术的活儿，即要有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的精神，也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超于

常人的耐心。”面对每个案件现场，吕京从来都是

一丝不苟、不知疲倦。

　　作为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吕京不像侦查员一样

同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较量，而是在无数案件侦破的

背后默默付出，正是无数次的寻找、显现、比对，为认

定犯罪提供了关键依据，让不少悬案“峰回路转”。

　　2020年，随着命案积案行动的深入推进，吕京

从前辈手中接过了一起23年前抢劫杀人案案卷，

当年现场提取到的一枚血掌印，成为了破案的关

键突破口。但仅凭一枚20多年前的模糊掌印，比对

工作进展困难。

　　“抽丝剥茧还原真相，要让证据说话！”吕京没

有放弃，一次次编辑、一次次分析、一次次检

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枚血掌印成功比对中

正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焦某。专案组根据焦某提供

的线索，又成功抓获潜逃22年的张某。至此，该起

命案积案成功告破，告慰了死者，彰显了法律的公

平正义。

　　“一个指纹往往会筛查出数以千计的结果，都需

要逐一比对、细细查看，有时一看就是好几个日夜。”

吕京坦言，“可一旦比对成功，那就是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即使再累再苦，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工作至今，吕京因工作业绩突出先后荣获“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无锡

公安破案能手”“惠山区十大优秀青年”等称号，在

第三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中获传统组个人赛

全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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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吕京拍摄现场证据。

  图② 吕京核对指纹。
  图③ 吕京整理证据材料。

  图④ 吕京勘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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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莫时华（中）在大榕树调解室接待来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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