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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平常常的身边人，当他离开
之后更加令人倍感珍贵——“全国模范
法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立案二
庭副庭长李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李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这样
评价：依法办案，重情义但不徇私情；
时时处处体谅当事人，耐心化解纠纷；
完成繁重办案任务的同时，与病痛坚强
抗争；看淡荣誉，不争不抢，默默
奉献。

如今，李庆军的法徽还端端正正地
摆在家中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与他留下
的 19 本工作日记一起，诉说着一个普
普通通的人民法官在平凡中坚守公平正
义的感人故事。

“不办事”的好法官

“真是个好法官，这些年我心里忘
不掉啊！”提到李庆军，周光华老人再
次失声痛哭。

2004 年，周光华通过拍卖获得某
企业的土地和房屋使用权，但该企业拒
不交付。一二审均败诉的企业向河南高
院提出再审，案件交到了李庆军手里。

“人家有钱有势，我连律师都请不
起，案子万一被推翻，咋办？”官司拖
了5年，周光华心里直打鼓。

“不管对方势力多大，咱都按法
办。没有理，再有权咱也不支持。您别
害怕。”李庆军的承诺让周光华吃了定
心丸。很快她便拿到了驳回再审申请、
维持自己胜诉的裁定书。

此后的 10 年，每到春节前夕，周
光华都会挎着一篮子土鸡蛋，从南阳坐
大巴去李庆军家。而李庆军则会塞给她
很多自家买的东西，“你要是不拿，鸡
蛋我就不能收。法官是有纪律的”。

李庆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越是扛着麻袋大包小裹来省法院开庭
的当事人，越要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
力。”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因此，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起群众
投诉。

同事于保林记得，李庆军经常对自
己的审判团队成员说：“法律底线不能
突破，要坚持原则。大家只管依法办
案，有什么压力我来顶着！”

上世纪 90 年代初，表弟卢朝辉下
岗创业，因为缺少资金，找李庆军借了
3万元，经济同样不算富裕的李庆军毫
不犹豫答应了。后来，卢朝辉为打官司
再去找李庆军，想请他打个招呼却碰了
钉子，“他一口回绝我，说一切要以合

理合法的手续解决”。
自李庆军成为法官，类似事情便有

很多。很多老乡、同学也都因此抱怨李
庆军“不办事”。了解他的人知道，他
不是不办事，而是依法办事。

“庆军是‘不办事’的好法官，每
次回来都有很多人到他家咨询，大小事
都问，不管是不是法律方面的。”李庆
军的发小翟立新说，“他践行了自己的
诺言，让山里人懂得了法律，懂得用法
律维权，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对初心的坚守

“一定要静下心来，少些浮躁”“刚
来到新岗位，一定要好好钻研业务”

“一个法官永远不能停步，要不断学
习”。这是李庆军对当初刚调入河南高
院工作的邹波说过的3句话。虽然现在
已是审监庭庭长，但这3句话对邹波来
说终生受用。

“如果跟他面对面在办公室坐半
天，你不跟他说话，他不会主动跟你讲
话，他是那种一坐能坐一天的人。”邹
波忘不了那个曾经坐在对面埋头看案卷
的李庆军。

李庆军的妻子马凤实回忆，李庆军
生前最喜欢家中阳台上的那把旧躺椅。
他没有更多爱好，闲暇时候只是看书，
主要看各种法律方面的书。日久天长，
躺椅放脚的地方竟磨出了一个洞。

早在2001 年，李庆军拟写的裁判
文书就获得了“全国法院优秀民商事裁
判文书”三等奖，被评价为“针对性
强，逻辑严谨，言之有据，判决结果具
有说服力。体现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
和地位，避免了法官凭主观之嫌，符合
司法公正的要求”。

2016 年，河南高院首批员额法官
入额考试。入额意味着工作压力大幅增
加，院领导劝身体不好的李庆军调离审
判一线，但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法槌，
坚持参加考试，并拿到了全院第4名的
好成绩。

“跟当事人一说起案件，李庆军常
常忘了自己的病。他喜欢开庭，喜欢给
当事人解忧，喜欢合议案件，从来没有
烦过。”在河南省高院赔偿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卜发忠眼中，李庆军对经手的每
一起案件都非常认真，从不含糊，努力
让当事人双方觉得判决有理有据。

法官的办公室里，经常是堆满一摞
摞案卷，李庆军也不例外。虽然明知有
病在身，可他从来没有说要为自己“减
负”，少办案件。生命的最后 8 个月，
他的审判团队结案360件，占全庭总结
案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他个人结案121
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

“整理庆军同志的遗物，没有发现
几本荣誉证书，不是他工作不努力，是
因为该得荣誉的时候，他总是把荣誉让
给年轻人，说只要他的工作能对得起这

身法官服就够了。”卜发忠说，这就是
李庆军，他的“傻”是对初心的坚守和
奉献。

倾力奉献的人生

2008 年8月22日：“上午在医院，
主管医生坚持不让他上班，下午到单位
将民二庭杨淑兰，审监庭王彦付、周凤
兰、杜留安4个上周案件报结，将民二
庭印钢案研究完。”

2010 年 3 月 11 日：“因案件的压
力，近日心情很不好，昨晚一夜失眠，
很难受。”

2011 年 3 月 3 日：“我不愿让亲人
为我身体担忧，给他人带来精神压力。
我尽可能地弱化自己的病情，装作若无
其事，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仍然想像平
常人一样享受生活”“生活要继续，班
要继续上”。

透过日记中这些记录他生活和工作
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干劲和
顽强生活的李庆军。2014 年，李庆军
被确诊为尿毒症。为了不耽误工作，他
选择自己在家操作的腹膜透析。从那以
后，李庆军的腹部便多了一根用于透析
的硅胶“腹透管”。在他的卧室，成箱
的透析液几乎堆满一面墙。病重 4 年
间，李庆军每天需要透析4到5次。腹
痛腹胀、乏力怕冷、恶心甚至呕吐，尿
毒症让他常常吃不下饭。

李庆军每个月都要去北京的医院复
查身体。每月的第一个周一下班后，他
会带着透析用品乘火车去北京，待次日
检查完毕，再坐高铁返回郑州，赶到办
公室，把当天落下的工作补回来。

2018年9月2日一大早，同事任方
方收到李庆军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
时间。禹州电缆案，6号以后联系当事
人让双方再谈一次，调不成还按原定方
案办。卷在柜子上。”这一天，李庆军
要作换肾手术。术前的 13 个电话，他
全部打给了同事交代工作。26 天后，
病情恶化，期盼着“像正常人一样喝
水”的李庆军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2018年10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为李庆军追记个人一等功。2019年4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
法院追授李庆军“全国模范法官”荣誉
称号；7月，河南省委追授李庆军“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庆军在省高院工作25年，一心想
当个好法官。如果治好了病，就是‘于
无声处’地退休，没想到今天却是‘一
声惊雷’式地离开。”河南省高级法院
民四庭庭长周志刚说，学习庆军，缅怀
庆军，做一名有为民情怀、有职业精神
的法官，应当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在守护公平正义中体现为民情怀
——追记“全国模范法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立案二庭副庭长李庆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李庆军生前工作照。 （资料图片）

西部高速公路大队大队长李志宏
永远记得这样一张休假审批单：2019
年7月24日16时，他在一中队中队长
刘海峰的休假审批单上勾选了“同
意”。然而4个多小时后，刘海峰殉职。

刘海峰生前的最后一天：当天刘海
峰下午3点上班，可他早上7点多就来
到单位工作。晚上8点32分，刘海峰还
在微信群里询问工作情况。10分钟后，
一位同事回到办公室，看到刘海峰正趴
在床上，问他是否需要喝水，但刘海峰
却再没回复。

刘海峰生前是深圳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西部高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从警 27 年，其中 19 年警校教员生涯，
8 年交警之路。在警校担任教官期间，
他创下 1 年授课 1200 个课时的纪录，
至今罕有人打破；他在8年零3个月的
交警岗位上，道路巡逻里程超过48万
公里，创下广深高速通车以来1年仅亡
1人的纪录。

一双白手套、一个虽然旧却擦得
闪亮的警徽、几本笔记本以及道路管
理方面的书籍，这就是刘海峰留在办
公室里的所有东西。比起办公室，路
面才是刘海峰的主战场。

“我坐不住。我得到路面上去做实
际工作。”刘海峰总是这样跟大家说。

西部高速公路大队下辖5条高速公
路，刘海峰带领的一中队主要守护广
深高速。管辖里程包括主道 51.8 公
里、匝道 32.2 公里，占大队所辖道路
总长33.04%。

2017年国庆、中秋节期间，广深高
速公路双向拥堵30多个小时。据西部高
速公路大队副大队长张良回忆，刘海峰

从9月30日上午10点上岗，直到10月1
日晚上7点多才撤下来，连续工作30多
个小时。

“高速公路上无小事，发现事故就
要赶紧处理，有隐患就要赶紧清除。”每
天，刘海峰都会跟民警和队员重复这
句话。

劝离误入高速公路的行人、非机
动车，排除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的故
障车辆、掉落物，检查处理道路周边
缺失、污损的标识标牌和遮挡视线的
树木……仅2018年，刘海峰和队员就
处理行人违法上高速警情 652 宗、排
除故障车辆 11142 辆、快速处理简易
事故 28218 宗，联合所辖高速公路业

主单位排查治理 8 大事故黑点、新建
标识标牌 32 块、增加爆闪提示灯 200
余个等，有效提升了广深高速交通安
全系数。

“没事，我来。”这是刘海峰生前
常对身边人说的一句话。

凌晨在路面查酒驾后，他让一起
执勤的民警先回，收尾工作自己做。
同事家里有事无法值班，他主动申请
替班：“没事，我来值。”接到研究新
课程的任务，新教官无法找到突破
口，他主动帮着研究：“没事，我来
弄。”32公斤一箱的枪弹箱，同事腰椎
受伤搬不动，他一下搬起两箱送到靶
场：“没事，我来搬。”……

张良告诉记者：“哪里有拥堵，哪
里就会有他；遇到警情，他总是第一
个接手；对于棘手复杂的难题，他也
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处理。他最希望的
是道路畅通、安全。”

广深高速宝安至同乐路段，曾是
学生上下学、上班族上下班必经之
地，平均每天约有千余行人横穿高速
通行，交通秩序混乱，是交通拥堵和
事故多发的“黑点”。在接手同乐关卡
后，刘海峰查看监控、实地体验、与
相关单位一家一家地沟通协调，前后
用了 2 年多时间，最终确定了“微治
堵”措施。2018 年底，同乐路段改造
完成后，行人与车辆成功分开，车行
顺畅，为市民节约了至少30分钟的通
勤时间。

2017年，广深高速深圳段死亡事故
23人，其中有8人是因为不系安全带。
从2018年开始，刘海峰带着民警每天在
路上严查司乘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从
2018年到目前，这段路上的安全事故没
有一起是因为不系安全带造成的。

8 年如一日。在刘海峰的带领下，
广深高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
2018年仅死亡1人，为建队以来最低。

同事说，刘海峰做这些不是为了
“升官”，比武大赛第一、一次二等
功、三次三等功等荣誉在他眼里并不
是“资本”。这些年里，他连续3次放
弃了晋升的机会，他的任劳任怨只是
因为对工作和同事们的责任和关爱。

刘海峰曾写道：“我的初心就是‘成
为警察’，我的使命就是‘把警察这份职
业做到极致’，我热爱我的职业，更爱这
份责任给予我的勇气与担当。”

9 月 25 日，一枚“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送到浙
江宁波宁海县越溪乡七市村92岁老
党员应隆滚的手中。左邻右舍的乡
亲们这才知道，应隆滚曾立下过赫赫
战功：参军6年作战5次，荣立特等功
一次，甲功2次，物资奖3次。

老人的儿子应飞永从家里的一
包旧物件里发现了奖状、证书和纪念
章，尤其那张“人民功臣奖状”格外显
眼，发证单位“十四军司令部政治
局”，奖状背面记录着：“应隆滚在
1950年建设滇西巩固国防剿匪征粮
等工作中，忠心耿耿，为民服务！获
得光辉成绩，被选为：特等功臣。”

“我们只知道他参过军，打过淮
海战役，还在西南剿过匪，但是从小
到大，他都没跟我们提过什么荣誉。”
应飞永说。

“冬天一次渡河，我们在冰冷的
河水里来回穿梭 7 次，冻得全身僵
硬”“那次战斗打得特别激烈，眨眼工
夫我就看着身边的指导员被弹片击
中，当场牺牲”……据老人回忆，当时
是在滇西剿匪时，身为炮兵的他一炮
打中土匪头子，立下了特等功。当问
到为什么从来不提这些军功时，老人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反问：“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跟你们说
啊？我只是尽了一个士兵，一个党员的本分而已。”

在宁海县越溪乡人武部，保存着应隆滚 50 年代的档
案。档案资料显示，应隆滚1927年出生，9岁至14岁给地主
放牛，15岁至19岁做苦工，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入伍，当
时在四十一师一二二团炮兵连，3年后，他成为炮兵营战防炮
连班长。在 1949 年进军西南战斗中，应隆滚因为“战斗勇
敢”，立下“军特功一次”。同年，应隆滚加入中国共产党。

寥寥数字，给人留下太多想象。虽然那些战火纷飞的英
勇故事已随着老人的记忆渐渐模糊，但70年来，这位老党员
的品格却印在了身边每个人的心里。

1954年，27岁的应隆滚退伍回乡，被安排到宁海县政府
农林科工作。3个月后，他响应号召来到越溪七市村做农村
工作（村干部），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退休。

80 多岁的老党支部书记应可尧回忆，那时候村里修水
库、造桥、办林场，应隆滚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为人很低调，
不计个人得失，任务交给他，很放心。”

在 担 当 中 彰 显 初 心
——追记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西部高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刘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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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左）为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包扎伤口。 （资料图片）

今年36岁的李莹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
究所电子设备装接工，跟电焊笔打了18年交道，日常焊接的
部件相当于雷达、预警机等重要国防装备的“心脏”，因手工
焊接技术精湛，被称为“焊接绣娘”。

在家乡县城初中毕业，“成绩不算理想”，听从家人建议
到合肥上了轻工技校机电专业。李莹笑言自己30多年的过
往是“低开高走”。或许是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路，李
莹一头扎进了机械部件、模块和各种图纸，如鱼得水。2001
年，18岁的李莹凭借优异成绩进入三十八所制造部电焊车间
实习，并在一年后以第一名的实习成绩留在三十八所。

三十八所高级技能大师李佳，是李莹进厂后的师傅。在
她口中，“李莹只要坐在操作台前总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惊
人的专注力和钻研劲头，特别的心细和沉稳”。

每天除了吃饭和短暂的午间休息，她几乎一动不动地伏
案焊接。在外人眼中枯燥无比的工作，李莹却觉得这是“所
有快乐和成就感的来源”。日复一日的练习，上亿次的点焊，
成就了李莹“大神级”的焊接技术，让她成为国内焊接领域的

“领头雁”。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安徽省
“江淮工匠”“安徽省劳动模范”……如今，多个身份和荣誉在
身的李莹还一直不太习惯周围人“崇拜的目光”。

让她最骄傲、最兴奋的，莫过于在电视机前观看国庆阅
兵仪式，“不少看到从天安门前经过的国防装备的‘心脏’部
件，是经由我的双手焊接完成，这是我的骄傲”。

李莹正在进行电路板焊接后的质量检查。只要一坐上操
作台，拿起那把电焊笔开始焊接，李莹总是可以一秒进入“物
我两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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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左二）与质量检验人员沟通确定QFP芯片质量判定
标准。QFP堪称雷达的“神经中枢”。一名普通焊工焊接完一
块QFP需要一个多小时，而李莹仅需1分3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