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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鑫法官将6.7万元——我的半
年血汗钱交到我手上时，我彻底信服了，
信赵鑫、信法官、信法律。”赵广娜眼中的
赵鑫，温暖阳光、睿智果敢、雷厉风行、张
弛有度。

在赵鑫执结的近6000件案件中，赵
广娜只是其中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作为
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
赵鑫和他的团队以高效执行力，努力让
更多案件胜诉当事人权利尽快兑现，收
获公平正义。

高效执行的办案能手

年均结案 750 件，执行到位金额近
11 亿元，这是执行法官赵鑫入职 8 年来
的成绩单，其中有大量涉众、涉民生和涉
腾退等复杂、敏感案件。

2017 年 3 月份，在办理涉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建设工程疏解腾退案件中，经
过三天三夜蹲守摸排，赵鑫和同事掌握
了被执行人路某的活动规律。为避免路
某冲击执行现场，他们制定了三套强制
执行方案。

这次腾退涉及近 2 万亩土地，对象
之一是一栋4层小楼。楼房主人也就是
案件的被执行人路某带头抗拒执行。行
动当天，路某并没有按照事先摸底确定
的预想路径出现。赵鑫决定启用强制执
行方案。

“确定了，就是他！”终于看见路某等
3人走过来，为防止他们进入房间不好控
制，赵鑫决定立即行动。简单分工后，赵
鑫第一个冲上去。大学时曾担任武术协
会会长的赵鑫轻松地给毫无准备的路某
扣上手铐，其他同事随后赶到。赵鑫看
见被执行人藏在屋内的二十几个煤气罐
后，惊出一身冷汗。

此后，经过72小时不间断工作，2万
亩土地及房屋得以顺利腾退。这次行动
保证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一重大建设
工程顺利推进。据了解，独立办案以来，
赵鑫共办理各类腾退案件 282 件，其中
涉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工程腾退案件
就有 17 件，累计疏解腾退土地 25 万平
方米。

执行工作的真谛在于兑现。“信息化
为执行提速，我们的腿脚就更不能慢。”
近 3 年来，赵鑫承办的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60%在45日内执结。在赵鑫看来，
执行法官就是要急当事人之所急，付出
百分之百的努力，让当事人权利在快速
兑现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6 年 3 月份，北京法院全面推行
司法体制改革。赵鑫主动提出组建执行
团队、推行办案集约化想法。此后，他多
了一重身份——团队长。赵鑫执行团队
组建后，月执结案件数上升近30%，案件
执行周期平均缩短60天，财产处置效率
提升近一倍。2018 年，团队执结案件
2916件，执行到位金额2.5亿元。

狙击失信行为的“猎手”

“你们拍什么呢？”2018年6月5日，
在北京东三环一栋写字楼办公室里，一名

男子大声向正在搜查的赵鑫团队叫喊。
“你是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顾某吧？

我是北京大兴法院法官赵鑫。我们正在
执行你公司拖欠工人工资款的相关案
件。你有权对我们的执行行为提出异
议，但无权阻止执行程序。我们已经掌
握了你公司涉嫌规避执行的证据，现在
要对你实施处罚。搜查结束后，请你跟
我们回法院接受进一步调查。”

在铁证和法律面前，顾某当天下午
就与 5 名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并
在1个月内履行了全部欠款。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就是要依靠国
家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权益，最终化
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这决定了执行
必然要经历一个司法活动中各种矛盾剧
烈冲突、对抗性最强的过程。

“做执行法官，脊梁要硬，脑子要活，
既要有敢于亮剑的勇气，也要有善于亮
剑的智慧，以法律手段捍卫法律权威。”
赵鑫认为，执行法官有时必须像侦察员，
关注细节、勤于思考，凡事想在前面、想
得全面。

被执行人张某拒不履行 80 余万元
还款义务。经查实，张某在大兴区有房
产一套。申请执行人刘某向法院提出拍
卖申请。然而，张某威胁法院，这套房屋
是年迈且身患重病父母的唯一住房，老
人对案件毫不知情，如果法院强制拍卖，
将对老人身体造成致命打击。张某以父
母生命健康为借口，强烈要求法院立刻
停止拍卖房屋。

“是否属实，一看便知。”赵鑫决定去
房屋现场看一看。到了房门口，敲了许

久门无人回应。赵鑫便开始观察房门四
周，大门上贴满了小广告，拿手一摸门把
手说：“全是灰，肯定没人住！”于是，赵鑫
果断联系了开锁公司。

房门打开后，赵鑫发现屋内物品几
乎已经搬空，房间内早已没有了居住痕
迹。随后，赵鑫拨通了张某电话。最终，
房屋顺利拍卖。

作为狙击失信行为的“猎手”，“老
赖”见多了，赵鑫总能见招拆招，然后一
击即中。他认为，撒一个谎需要用10个
谎去圆，但人的精力、智力是有限的，总
有一个谎圆不了。赵鑫曾通过被执行人
子女在上海上公立小学这一信息，推测
出要么被执行人曾经有房，要么其配偶
名下有房的两大可能，经逐一排查，最终
查明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证据并对其实
施惩戒。

用心用情解民忧的“妙手”

法官在人们印象中是严肃刻板的，
可赵鑫却不一样。他给当事人留下的印
象是一个有温度的法官，而且阳光帅气。

李老太太年近八旬，因一次生病在大
兴区医院住院治疗。身体好转后，她拒绝
出院，独占一间病房，“霸床”达 6 年之
久。医院起诉李老太太腾退病房，胜诉后
依法向法院申请执行。这个案件看似法
律关系并不复杂，但其中的“情”与“法”冲
突激烈。

说到李老太太，她是几年前赵鑫办
理的一起赡养费纠纷申请执行人。再次
见到赵鑫，老人还叫他“漂亮小伙儿”。

一见面，她就在病房里与赵鑫唠起家
常。赵鑫这才知道，老人家住院“霸
床”，不愿出院，一方面因为住在医院看
病方便，另一方面与子女不愿意赡养老
人有很大关系。

赵鑫认为，李老太太长期占用医院
床位，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际需
要，腾退床位势在必行，但妥善安置老人
必须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一方
面与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分析强制
执行存在的风险点并逐一制定应对方
案，另一方面联络老人居住地的镇政府
和村委会寻求协助，共同劝说老人的子
女履行赡养老人义务。”

在确认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出院完
全无碍后，赵鑫和同事们再次来到医院
病房。“天冷，您先穿我的大衣。”看到衣
着单薄的老人依然不愿搬出医院，赵鑫
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给老人披上。他又抓
起病床上的棉被往老人身上一裹，两手
抓着被角推着轮椅一边往病房外走，一
边劝老人回家住。坐在轮椅上动弹不得
的老人既受用，又有点无奈，扭脸对赵鑫
说：“小伙子，我真是服了你了！”

赵鑫明白，做好执行法官，不能简单
地查扣财产、就案办案，而是既要“用
心”，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用好用足法
律和信息化手段，让执行工作有力度；又
要“用情”，感同身受地理解当事人对公
平正义的强烈期盼。

“执行法官面对人间百态，要碰硬则
刚、遇弱则柔，以为民情怀解当事人之
困扰，既让申请执行人信赖，也要让被执
行人信服。”赵鑫说。

执行法官赵鑫——

让胜诉当事人真正收获公平正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有这样一个人，终身和舞蹈教学打
交道，退休后也不“闲着”。他带过的学
员，年龄跨度极大，从六七岁的孩童，到
60多岁的老人，遍布各行各业。经过他

的调教，很多人从对舞蹈一窍不通变成
具备一定专业技巧的“准舞蹈人士”。
他，就是艾文煜——辽宁大连中山公园
街道天兴社区舞蹈团团长兼舞蹈教师。

今年67岁的艾文煜，18岁时
进入专业文艺团体学员班学习舞
蹈，练出了扎实娴熟的舞蹈技
巧。“我那时学习舞蹈非常艰苦，
每天先上两小时专业课，然后再
练习六七小时形体，别人休息时
我在练，晚上也在练。”艾文煜回
忆说，当时冬季取暖设备不太完
善，练习舞蹈用的把杆是铁制的，
非常冰冷，他就戴着手套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出
于对舞蹈的热爱和执着，艾文
煜从学员班毕业后，直接进入
辽宁省歌舞团工作，一待就是
8年。“这8年的工作经验，对
于我以后从事舞蹈教学工作有
很大帮助。”当艾文煜离开专业
文艺团体，专门从事少儿舞蹈

教学时，他已身怀一技、自信满满了。
要做好少儿舞蹈教学，有一个前提，

就是对孩子的喜爱。“我非常喜欢小孩，
看到他们天真烂漫的表情，我很愿意教
他们。”艾文煜很快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少
儿舞蹈教学方法，根据少儿的特点，编排
出一支支适合他们表现的舞蹈，按照“因
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教学风格，让每一
个孩子都发挥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

“我在大连市少年宫、少儿艺术团、大连
八一路小学等地都带过学生，他们当中
有不少人都获得过大连市舞蹈比赛的奖
项，还有的孩子考进了北京舞蹈学院附
属中学。”艾文煜很自豪。

少儿舞蹈教学，占据了艾文煜的大
半生。很多像他一样的舞蹈老师干到退
休，就告别了舞蹈工作，开启晚年生活。
但艾文煜2012年退休后，马上就给自己
树立了新目标：组建大连天兴社区舞蹈
团，专门从事中老年舞蹈教学工作。“我
的学生从孩子变成了大人，这是一个挑
战。”慕名而来的学员中，有在职、退休人

员，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有机关干
部、公务员、老师、医生等。

艾文煜认为，这些学员学习舞蹈的基
础条件虽然参差不齐，但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对舞蹈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他
们学习起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很
感动”。艾文煜特别设计了几十种形体训
练技巧，自编20多个舞蹈，将芭蕾舞与中
国古典舞相结合，让更多的人对舞蹈有深
入地了解和认识，起到了普及舞蹈的作
用。“我要让学员们通过训练，展示出专业
的形体感、柔韧性和爆发力，实现自己的
舞蹈梦，让没有专业基础的舞蹈爱好者也
能跳专业舞蹈。”艾文煜说。

艾文煜将部分优秀学员组建成一支
几十人的演出队，带领他们参加大连市
区的各类比赛，并获得过大连市天途杯
广场舞大赛亚军、大连舞蹈家协会舞蹈
比赛最佳表演奖等。艾文煜说，今年他
要继续加强演出队的建设，带领学员们
多参加一些比赛，让更多人了解天兴舞
蹈团的风采。

辽宁大连天兴社区舞蹈团团长艾文煜:

帮助更多人实现舞蹈梦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暖风习面，花香阵阵，
沿着穿梭在小桥流水中的
鹅卵石道一路走过去，成
片香蕉树、棕榈树、椰树、
枇杷树等各种果树展现眼
前，不少果子已然散发果
香……这不是南方果园，
而是在山东青岛平度市云
山镇撞上村一玻璃温室内。

“两年前，我和父亲回
乡创业时，这里还是一片
荒山坡地，收成低加上交
通不便，土地大面积撂荒，
荒草能没过膝盖。”创始人
杨升照和杨鹏飞父子俩回
忆当初时说。

杨升照父子曾经在青
岛市区从事建筑、商贸行
业十余年，收入颇丰，是当
地小有名气的商人。然
而，2016年父子俩作出了
一个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选择，放弃青岛盈利稳定
的事业，回老家一头扎进
荒山搞起了农业。

“周围许多朋友看到
我选择了当时连小推车都
进出困难的这片荒山作为
创业地，劝我趁早收手少
赔钱，但我坚信现代农业
作为国家大力支持的朝阳
产业必定大有可为，而且
父亲也希望做点事情改变
家乡面貌。”杨鹏飞提起自
己和父亲创业初衷时说。

一个看好农业农村发
展前景，一个心怀回报故土的桑梓情结，父子俩一拍即
合，2016年底回乡成立了青岛西沟润禾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老杨主内抓管理，小杨主外谋市场，在贫瘠
的荒山上开始了乡村创业梦。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这里连片打造成一个融
农业科研、农业物流、农业深加工、高效农业种植、农业
旅游等一体化的田园综合体，让所有乡亲都能在家门
口享受生活，实现梦想。”杨鹏飞说。

向着这个目标，杨升照父子制定了两步走计划。
第一步，用3年时间完成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林果栽
种工作，让综合体初具形态。

创业两年来，杨升照父子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
流转周边荒地400余亩，建起了一座占地3800平方米
的高标准玻璃温室热带风情采摘园，8座占地总面积
35亩的高效农业大棚及温室，配套建设4条通山道路、
2个大型人工湖和一个家禽散养基地。目前，这些设
施都已经投入运营，父子俩的第一步完成了 90%
以上。

做农业要仰望星空有梦想，更要脚踏实地见效
益。在大规模投入的同时，杨鹏飞立足现有资源尽可
能实现收益最大化。杨鹏飞介绍，目前最大的收益来
自于8座高效农业大棚的樱桃种植。“依托云山镇大樱
桃种植产业优质配套资源及探索引进的优良品种，今
年预计年产大樱桃7万斤，产值280万元，提供就业岗
位近百个，这些收益可以有效解决运营成本。”

“2019年，对我们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杨鹏
飞谈起新年“小目标”，他和父亲打算以“旅游+”为主
线，一方面依托周边蓝树谷研学基地、灵动云山乡村旅
游品牌发展亲子科普采摘、乡村体验游，搞活第一步投
资资源，为第一步画上圆满句号。另一方面，将充分利
用“农创平度”配套政策，着手规划水上乐园、樱桃果酒
加工项目及传统民宿建设，为第二步田园综合体基本
功能的实现打下基础。

“我们北边那座小山头现在还竖着两年前成熟的
玉米，撂着没人管，所以未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望着
老家不远处的那片贫瘠土地，杨鹏飞表示，在第二步计
划中，周边 1000 多亩像那座小山头一样的荒地都将
纳入田园综合体，并整体开发，融入云山镇乃至整个平
度市的乡村振兴布局中，让家乡真正成为令人向往的
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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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赵鑫法官（中）在执行

现场劝说八旬老人。

（资料照片）

右图 2018 年 6 月 5 日，“决

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现场，

赵鑫法官向被执行人公司员工出

示证件。 （资料照片）

下图 执行法官赵鑫。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