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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岁的张金龙被乡亲们尊称为“乡
贤”，这位老党员、老干部退休后在家人
支持下，把自家客堂间和院子腾出来，办
起“客堂汇”，经常举办党员时政学习、
传统道德教育、老人安全意识和医疗保健
讲座。“客堂汇”还成了村民议事厅，村
民的急难愁事在这里一提出，老张就想办
法帮忙解决，村民们都叫他“百管主任”。

张金龙家住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钱桥
村，四世同堂。在他的影响下，全家都热
心为村民服务，老伴张秀娟默默支持他，
两个儿子成了他的“后援团”，“客堂汇”
的场地他们帮着清空，家里办活动时他们

就丢下自己的事情来帮忙。
见村民们整天忙农活，没有看新闻的

习惯，老张就把报刊上的好文章剪下来制
作成图文并茂的简报，贴在客堂间的墙
上，村民都说好看又好懂。当过多年宣传
干部的张金龙还结合村民的生活，把国家
大事讲给大家听，也很受欢迎。

每年元宵节时，张金龙就自掏腰包
请来民间艺人扎百盏彩灯，村民们不但
跟着学扎灯，还拉起一支百十号人的舞
灯队，敲锣打鼓跳秧歌。盏盏彩灯映着
张张笑脸，乡村的节日之夜就有了浓浓
的民俗味。

有村民说：“城里居民小区都有健身
角，咱们村里能不能也搞一个？”老张觉
得这是好事，立刻在村里查看场地，发现
他家附近有一大片空地堆满杂物，就挨家
挨户做工作，动员村民进行清扫，并和村
委会联系建健身角的事。一个月后，一块
面积为 300 多平方米的健身场地建成了，
吸引了不少爱跳广场舞的村民。夏夜，这
里还会放映露天电影。

有村民反映家门口没有公交站点，
出行不便。老张走访多个部门，又邀请
几个村民查看图纸，实地测量现有车站
间的距离，请相关部门建起了站点。

最让老张开心的，是他的小孙子张晓
冬大学毕业后，愿意跟着爷爷为村民服
务，回到钱桥村做了一名村干部，还办了

“客堂汇”微信公众号，要让“客堂汇”
插上网络“翅膀”，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张晓冬说，“爷爷是我的偶像”。网友们
说，这是“老张带小张，快乐爷孙俩”。

去 年 ， 张 金 龙 入 选 了 “ 中 国 好 人
榜”，他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在张
金龙的带动下，如今徐行镇已有 30 多个

“客堂汇”，每一个“客堂汇”背后，都有
一个像老张家一样的热心公益的好家庭，
在默默地为建设新农村作奉献。

退休老党员张金龙带领全家热心为村民服务——

好 家 风 垂 范 乡 里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寒冬腊月，石油城大
庆 的 气 温 接 近 零 下
30℃。朱秀艳却一脸大
汗地从病房走出来，边擦
汗边对患者家属讲解护理
照顾等注意事项。

在黑龙江省大庆油田
总医院，提起朱秀艳，几乎
无人不晓。“如果说朱秀艳
这些年做了哪些好事，那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
她的服务精神却能高度概
括为‘把爱心送到家，把服
务做到家’。”大庆油田总
医院党委书记潘建清说。

走出农村，苦
学技能

2002 年 12 月 ，大 庆
油田总医院陪护中心成
立 ，面 向 全 市 招 聘 护 理
员。朱秀艳听说此事便动
了心思：正值农闲，不如去
市区找份工作补贴家用。
自己能吃苦，干护理员正
合适。当她向家人说明想
法时，家人纷纷反对。有
的甚至说：“当护工需要有
文 化 ，你 是 农 民 会 做 什
么？”

“咱们也不是生来就
会种地，现在不照样是个
好庄稼把式么！我就不信
我学不会。”朱秀艳暗下决心，但第一节课就让她出
了丑。老师在讲葡萄糖注射液时，她问老师：“葡萄
糖是从葡萄里提取的吗？”老师微笑着示意她坐下，
给大家讲解了有关葡萄糖的知识。朱秀艳听后脸上
一阵发热，决心要牢记这些知识。

可大量生僻的医学知识和术语，不要说牢记，有
的字她甚至都不认识。朱秀艳骨子里的那股犟劲儿
上来了，她买来新华字典，把不认识的字一个个找出
来标注好。第一次测验，她的成绩在全班倒数前几
名，老师劝她说，“你虽然很刻苦，但基础太差了，别
为难自己了”。回到宿舍，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真
的就这样回去了？不行！种庄稼我不比别人差，学
护理我也一样能行”！

记者见到她当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
着课堂笔记、化学公式、护理学知识等，可以看出她
当年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考
试时，她理论课成绩为 95 分；在实践操作考试中，她
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标准完成了翻身叩背、鼻饲喂
饭等专业操作，取得了满分。

护理患者，尽心竭力

朱秀艳告诉记者，这份工作的确很辛苦，而且责
任重大，自己曾一度想到放弃，但一件小事让她坚持
下来，一做就是 13年。

那是做护理工作的第二年。一天，朱秀艳在医
院走廊见到一位老人在唉声叹气，还不时擦拭眼角
的泪水。她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老人告诉她，自己老
伴儿脑出血，做完手术后被送进监护室，医生建议请
一位护理员帮助恢复，可老人找了好几个护理员，对
方一听是脑出血患者纷纷摇头。

朱秀艳深知，脑出血患者术后情绪十分不稳定，
而且容易出现意外，恢复周期较长。对于这样的患
者，很多护理员都避而远之，挣钱多少不说，就怕患
者出现意外落埋怨。老人的眼泪让朱秀艳的心软了
下来，主动提出为这位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患者病情虽然稳定，但意识不清，精神状态也不
好，对朱秀艳的护理工作并不配合，有时甚至把东西
全推到地上，朱秀艳就默默俯下身把东西捡起来摆
好。她每天都陪着患者聊天，给他讲故事、读报纸，
走路和护理时也尽可能动作轻缓。在患者精神状态
较好时，她就耐心地告诉患者，只要配合治疗就一定
能够康复，为患者树立康复的信心。

经过 1 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患者逐渐接受了这
位来自农村的护理员，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由于
患者半身肢体运动有障碍，吃饭时只能用一侧牙齿
进行咀嚼，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不便。患者每吃一
口饭，都要咀嚼很长时间，有时一咳嗽就喷到朱秀艳
的脸上。她每次都默默地把脸擦干净，继续喂饭，从
没有过半句怨言。

从洗头到擦澡，从剪指甲到按摩身体，朱秀艳把
患者当成家人一样用心照料。患者病愈出院时，紧
紧地拉着朱秀艳的手，激动地重复说着：“谢谢你！
谢谢你！”此时的朱秀艳也热泪盈眶，她感到很满足、
很幸福，自己的辛苦付出换来患者的康复，她很快
乐！当患者家属将一个红包递给朱秀艳时，她婉言
谢绝，“我靠劳动赚钱，只收我应该拿的钱”。

13 年来，朱秀艳对待患者如亲人一般。无论是
大面积烧伤的患者，还是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她都
提供真诚和优质的护理服务。

朱秀艳告诉记者，在术后恢复、促进健康、提高
生命质量的过程中，护理员的工作至关重要。为了
提高护理水平，她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还自修了心理
学课程。如今，在黑龙江护理行业内，她已小有名
气，开始带起徒弟。在第一节培训课上，她只讲了一
句话：“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就是我们这项
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把爱心送到家把爱心送到家

把服务做到家把服务做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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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倪伟龄倪伟龄

通讯员通讯员

张文羽张文羽

5 年前一个大雨的夜晚，凌晨 4 点，一
通电话，改变了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前锋
社区居民游玉华母女的命运。

接电话的是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黄志丽。“有纠纷，找黄法官；有困
难，找黄志丽。”这是在芗城广为流传的一
句话。

作为“知心法官”，她是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游玉华丈夫嗜赌成性,婆家人护短，
怀有身孕的她被赶出家门，站在雨夜的漳
州大桥上不知该何去何从。抱着最后一
线希望，游玉华拨打了曾经帮她打过官司
的黄志丽——那个知心大姐一样的法官
的电话。

“我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打了
她的电话，没想到她真来了。没有志丽
姐，就没有我和女儿的今天。”游玉华如今
已经走出阴影，“后来黄法官帮我办理了
离婚，还又给东西又给钱，有时还帮忙照
顾女儿。看着她为我四处奔波，我下定决
心要做个坚强的女人，当个好妈妈，把孩
子抚养成人。如今，我和女儿很快乐”。

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妹子、
闺女等，黄志丽很享受这些称呼。“群众把
我当亲人，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我工作
的动力。”黄志丽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种
亲切感，可能和她的工作方式有关。

“在民事案件中，有时很难界定谁对
谁错。因此，我接触当事人时，首先会让
他们把我当作倾听者、不满情绪的宣泄对
象和能够安慰他们的朋友。我站在他们
的角度理解、开导他们，然后再引导他们
换位思考。”黄志丽说，这样，双方可以得
到心理上的宣泄，作为法官也才能取得双
方当事人的信任，最后判决的结果才能得
到双方认可。

芗城区居民张丽惠前几年过得很不
痛快。她 2009 年买了房，房地产商承诺
90天内办好房产证和土地证，结果两年多
也没办好。她和七八十个业主一起去和
开发商协商未果，又去围堵开发商，后来
干脆起诉到法院。

“黄法官特别厉害！”张丽惠说。案子
到了黄志丽手里，她一眼就看出业主因

“两证”违约起诉开发商只是托辞，通过走
访，她了解到双方真正的矛盾是业主对物
业管理不满。原来，该小区经常停水、停
电，承诺的绿化也没做好，业主意见很大，
想通过起诉“两证”违约要赔偿，根本目的

是希望改善居住环境。开发商也有苦难
言，他们本来一直在积极沟通，但有关部
门承诺的管线一直没有修通。业主不但
不理解，还总来闹事。一来二去，双方关
系弄僵，最后不得已对簿公堂。

弄清楚案件的症结后，黄志丽并没有
直接判决，而是先去跟有关部门沟通，得
到尽快安排管线改造的答复。此举解开
了双方的“心结”，同意庭外和解。开发商
马上进行绿化改造，改善垃圾管理，还对

“两证”违约进行赔偿，小区恢复了原有的
和谐。“黄法官太神了，我们闹了两年多没
解决的事，她用了半个月就解决了。”张丽
惠钦佩地说。

1995 年，黄志丽通过公务员考试进
入法院系统工作，从 2002 年担任助理审
判员独立办案至 2015 年底，共审结民商
事案件 5199 件。她始终和当事人面对
面、心贴心，做好依法公正审判和释法说
理取信“两篇文章”，解开当事人之间的

“法结”与“心结”，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
和信任，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知心法官”。

作为“三无法官”，她是
爱岗敬业的好榜样

群众眼中的“知心法官”，也是法院系
统的“三无法官”。

“在她办的这么多案件中，无一发回
重审、无一撤销改判、无一申诉信访。”芗
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成刚说，在他印象
中，黄志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贡献，办
案不是最多的，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与
别人相比，她的耐心多一点，敬业精神多
一点，坚守和执着多一点，每件案件都比
别人多付出一点，日积月累，便在群众中
树立了自己的亲和形象和公信力，成为人
人爱戴的“知心法官”。

“能成为‘三无法官’，光有亲和力远
远不够，最根本的还是要办案公正，让当
事人信服。”芗城区人民法院小额案件庭
庭长黄东标说。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黄东标说，
民事法庭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各种纠纷，
法官必须成为“杂家”，对各个领域都有一
定了解才能做到办案公正、有说服力。
因此，黄志丽一有时间就通过读书学习各
个领域的知识，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

黄志丽认为，“审判工作是一门艺术，
要做到办大案如烹小鲜，不仅需要丰富的
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当事人的心理，了
解当地的风俗习惯”。

一件案件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位阿
婆起诉邻居，说邻居空调外挂机正对着她
家的窗户，既吵又往家里排热气，理论多
次无果，将邻居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邻
居拆除空调。邻居因此心生愤恨，拆除后
不久就又装上了。阿婆没办法，再次起
诉，邻居又拆除。如此反复“起诉——拆
除——安装”，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不解决
实质性问题。第四次起诉的时候，案件到
了黄志丽手里。

虽然事实简单清楚，但黄志丽没有简
单地进行宣判。她来到阿婆邻居家走

访。邻居是一个退休老教授，一看她进门
就没好气地说：“直接判就行了，还来干
吗？”黄志丽明白教授心里不痛快，就请教
授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讲出来。原来，
是阿婆的态度让教授不满意，现在还让他
当被告丢了面子。黄志丽明白，事情的关
键是打开教授的心结。当她看到教授书
橱里的几本建筑方面的书，又看了看教授
窗户的朝向后，她心里有数了。

回去以后，黄志丽找来好几本建筑等
方面的书，研究了好几天。第二次去教授
家，就和教授聊起来。教授原本知道空调
安在这里不好，坚持安只为跟阿婆置气。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法官谈起建筑这么
在行，更没想到这个法官为办案这么有
心。他一下子释然了，愉快地把空调安到
了别处。

接受采访时，黄志丽语速极快，说话
像蹦豆子一样。“不过和当事人沟通时黄
志丽说话很慢，很有耐心，让人非常舒
服。”和她共事 8 年的芗城区芝山镇法庭
庭长郑洪说。

作为“时代楷模”，她是
社会秩序的守护者

生活中的黄志丽是典型的闽南女子，
娇小秀气，着便装时很难让人把她和法官
这一职业联系起来。她从业 20 多年来，
始终扎根基层审判一线，坚持司法为民，
秉公办案，忠诚履职，先后被授予“全国法
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敬业
奉献模范”等称号。

文秘专业出身的黄志丽，对司法审判
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她认为，法院判决
结果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对的，就是
要提倡的、鼓励的；错的，就是要避免的、
禁止的。“作为法官，不仅要秉公执法，还
要积极普法。如果能够把法院判决过程
和结果让更多人知道，就会有更多人清楚
对与错的界限，该与不该的区别，类似的
纠纷就会少很多。”黄志丽说。

她的想法与法院领导的想法不谋而
合。2012 年 6 月，以她名字命名的“黄志
丽法官工作室”在芗城区南坑街道挂牌。
每周，黄志丽都会带领工作室成员走进街
道，为群众解决纠纷。对群众来说，他们
既免了奔波之苦，也免了打官司的尴尬。
对法院和法官们来说，这不仅是司法系统
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举措，更是普及法
律知识的重要途径。

“芗城区南坑街道古塘村有 4000 多
人，总是纠纷不断，村里经济搞不起来，比
周边落后很多。”2007年到 2014年被派去
担任古塘村党总支书记的沈坤河说，“经过
多年治理，尤其是‘黄志丽法官工作室’在
古塘村设立以来，大家有纠纷就去工作室
解决。黄志丽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纠纷，逐
步解开了大家多年的心结”。

如今，芗城区已有 5 个“黄志丽法官
工作室”，成为芗城区法院培养、锻炼年轻
法官的实践基地。“如果每个法官都能树
立自身的公信力，全法院甚至整个司法系
统的公信力也就树立起来了，法治中国的
建设才有可能实现。”陈成刚说，“黄志丽
难以复制，但‘黄志丽法官工作室’可以推
广，这种方式不仅把纠纷解决在群众家门
口，有利于社会和谐，也减少了法院立案，
提高了司法系统的效率”。

“法官是非常有魅力的职业，这个职
业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黄志丽说。

树 立 法 官 的 公 信 力
——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志丽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司法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法官更

是多种社会关系裂痕的缝合者。如果每

个法官都像黄志丽一样，法院的案件量

将会大幅下降，整个社会将会更加有

序、和谐。

在黄志丽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

对审判工作的热爱，更有一种敢于担当的

责任感。她把每个法庭判决结果当作某

类事件的标杆，力求通过公正权威的判决

使其成为行业纠纷的解决案例。如民间

借贷纠纷中，法院明确借款的认定要以借

条为主。以往，很多人借给熟人钱没有打

欠条的意识，导致纠纷不断；如今，再熟的

人借钱也要打欠条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

借钱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在黄志丽身上，我们更感受到自觉维

护社会秩序、引导道德回归的使命感。在

解决夫妻纠纷时，黄志丽会讲夫妻之间要

谦让、忠诚；解决赡养纠纷时，会讲尊老爱

幼的优良传统；解决邻里纠纷时，会讲远

亲不如近邻的古训。借助“黄志丽法官工

作室”这一平台，她把每一个纠纷的解决

当成一次普法的实践，一次弘扬真善美的

良机。

法官的价值不仅在于办案，更在于传

递法治理念，树立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没

有人愿意摊上官司，法官们走到群众中

间，实为深得民心之举。这把以往需要对

簿公堂的官司化为家门口的矛盾，让人们

感受到司法也是一种人人能够享有的服

务，而不是高不可及。

人民法官人人爱，时代呼唤人民法

官。也许，黄志丽难以复制，但“黄志丽法

官工作室”值得推广。

时代呼唤人民法官
薛志伟

▲ 黄志丽（左三）在跟群

众了解情况。 （资料图片）

◀ 黄志丽（右二）在工作

室接待来访群众。

（资料图片）

▶ 黄志丽（左二）与

同事现场测量土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