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次工作调动，离县城一次比一次远，离民心一次比一次近

现年
53

岁的姜辉，自幼生活在部队大院，

16

岁
随父母转业来到息县， 当兵复员后被安排到县财政
局。 不错的工作岗位，让不少人羡慕不已。

但头顶国徽的法官梦让姜辉在
1984

年作出了
让家人强烈反对的决定———报考法院职务，当法官。

当时法院要求新晋法官一律到乡村法庭任职， 这对
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操着东北口音、尚不能完全听懂
当地方言的姜辉是一个挑战。姜辉没有退缩，也没有
叫苦，骑着自行车奔赴新的环境。没想到这个地地道
道的城市娃，在乡村一待就是

30

年。 虽然每次单位
机构调整，都会优先考虑把他调回县城，但屡屡被姜
辉婉言拒绝。

“我就是喜欢农村，喜欢和农民打交道，深刻体
会到农民的不容易，虽然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也有个

别蛮不讲理的人，但他们大多纯朴，只要你耐心、真
诚，别端架子地给他们讲道理、讲法，他们会听，也会
照办。 ”姜辉诠释了他扎根乡村法庭的原因。

30

年间， 姜辉先后任职于
3

个乡村基层法庭，

从息县陆口到夏庄，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东岳镇，累
计审结案件

4000

多起，

80%

以上以调解、 撤诉的方
式结案；平均每年审结案件都在

120

件以上，平均不
到

3

天审结一起；涉案当事人高达
1

万人。

“据我掌握的情况，经由姜辉审结的案子没有发
生一起当事人缠访、上访告状的情况。因其在群众中
威望高，政府遇到一些难办的群众纠纷，第一时间就
会想到让姜辉出面做工作， 尤其是在处理一些老上
访户反映的问题上，姜辉帮了政府很多忙！ ”东岳镇
党委副书记尹为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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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来访群众，姜辉每次外出时都会细心地在自制的小
黑板上写明情况。 本报记者张继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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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法庭三十载

他用真情和大爱坚守正义

姜辉在刘莉（化名）家帮她填写低保申请表。 本报记者张继疆摄

他心中永远装着当事人和案件，唯独没有自己和家人

“老姜，你办案我放心！ ”这是曾经镇
上有名的“缠访户”赵奋发（化名）对姜辉
的评价，这让姜辉颇感自豪。

2006

年，村民赵奋发（化名）因不满
被征收超生抚养费， 与村干部大打出手，

并声称因伤住院治疗花费
8000

多元，向
政府索要赔偿未果的情况下，频繁赴京上
访。镇政府数次与他进行沟通、做工作，赵
奋发却漫天要价。 无奈之下，东岳镇政府
建议由法庭调解。 面对情绪激动的赵奋
发，姜辉始终面带微笑聆听，不插话、不打
断、不制止，主动倒杯水，主动让根烟，待
其情绪缓和后，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地进行劝导。 根据赵奋发出具的住院票
据， 姜辉最后判定支付其医疗费

3000

多
元。

据姜辉计算，在
3

个月时间内，赵奋

发给他打电话不下
200

次，有时候是唠家
常，有时候是帮邻里问询法律问题，“甚至
连外出也会告诉我一声。 ”姜辉说。

30

年来，除了赵奋发，钱奋发、孙奋发
们占去了姜辉绝大部分的工作、休息甚至
是照顾家人的时间， 但姜辉没有一句怨
言。 作为息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院机关
有他的办公室，但除了进城开会，他还是
长期待在乡村， 即使生病也不忘工作。

2011

年
10

月的一天傍晚，姜辉办案回法
庭的路上，不慎出了车祸，左腿髌骨粉
碎性骨折，脸上缝了

10

多针。 住院期
间他不是担心自己的病情， 而是担忧
因其住院而积攒了多少案子， 仅在医
院治疗了

10

多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拄着
拐杖来到法庭办公。 妻子放心不下，拎着
包裹来到东岳法庭照顾他两个多月，这个

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

30

年来，办案让姜辉几度忽略了对家
人的照顾，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也常常自
责。 “当年儿子年纪小，因为我不在身边，

学习不太好，我就把他从县城的中学调到
了乡下， 不曾想一次车祸让他的腿骨折
了。虽然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是招飞时，就
是因为这个旧伤而没有验上，但是我还是
觉得，我的根在农村，从不后悔当初（不调
回县城）的决定。 ”

从法
30

年， 姜辉培养出了七八个庭
长，其中一个还当上了县法院副院长。 “能
跟着姜庭长干工作，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所谓机遇， 是能学习姜辉爱岗敬业的精
神、精湛的业务技能和高尚的品格，而挑
战则是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恶劣的工
作环境以及不容有错的严格要求。 ”东岳

法庭年轻的书记员杨威如此感慨。

30

年来，姜辉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委、河南省政法委、河南省高院授
予“全国优秀法官”“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先进个人”“指
导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全省优秀法官”

“全省十大人民满意法官”等荣誉称号，荣
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
五次。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姜
辉， 这位平凡而又不寻常的基层司法干
部，扎根农村

30

年，不畏苦，不言累，积极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默默地为乡村法治沃
土建设耕耘着， 是我们从法人的表率，值
得我们学习！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
部主任奚启锋评价姜辉时，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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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刚过， 对于忙完农活的息县东
岳镇魏围孜村的魏少芬而言， 刚刚过去
的这一个春天，不仅是播种的季节，更是
一个收获的季节。她的收获，来自于曾调
解其三女儿刘莉（化名）离婚一案的息县
人民法院东岳法庭庭长姜辉。 这事还得
从

3

年前说起。

魏少芬与姜辉结识于
2011

年三女
儿刘莉（化名）的离婚案。经过案情分析，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及当下面临
的困难，姜辉没有草率作出离婚与否
的决定， 而是通过长达两年的调解，

在只身一人乘车近
2000

公里， 从淮
河畔的息县来到松花江边的吉林市，

摸清了男方家的情况之后，再做女方家
的工作， 最终达成双方均同意的结
果———同意男方的离婚请求， 但需向因

车祸丧失自理能力的女方支付
6

万元赔
偿金。 案件虽审结，法官职责已尽，但魏
少芬常含泪水的眼睛、 刘莉瘫坐轮椅痴
呆的表情、刘家家徒四壁的窘境，时刻在
姜辉脑海中浮现。

“法官也有情”， 为了能让刘莉享受
国家低保政策，减少家庭负担，姜辉多次
前往镇民政所问询申办条件和流程，并
专程向镇党委书记汇报，恳请特事特办。

2014

年
3

月底， 姜辉来到刘莉家中，帮
她填写低保申请表，并为她申领低保证。

“大姐，等刘莉的低保证办好了，今年我
准备抽空再去趟佛山， 与肇事司机好好
沟通一下， 看他到底能一次性补偿多少
钱，争取做个了结，老挂在心里也不是个
事儿呀！ ”临别前，言语哽咽的魏少芬双
手紧紧地握着姜辉的手，迟迟不肯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