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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身边好法官

———记笃行焦裕禄精神的兰考县东坝头法庭副庭长闫胜义

“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去”

闫胜义他们是兰考县法院历史上第一批
科班出身的法官。当年刚进院的时候，领导问
他们愿意到哪些部门去，闫胜义要求“到离群
众最近的地方去！ ”领导很惊奇，说：“乡镇法
庭离群众最近， 那里正缺人， 但条件相对艰
苦，你愿去吗？ ”“愿去！ ”闫胜义回答很坚定。

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了爪营法庭，之后又分别
在张君墓法庭和南彰法庭工作。 这两个乡都
很偏远，张君墓是两省三县结合部，南彰是两
省四县结合部，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他在这
两个地方一干就是

19

年。直到
2008

年春天，

闫胜义被调到东坝头法庭任副庭长。 东坝头
是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

除内涝的主战场，闫胜义触景生情，说的第一
句话是：“离焦书记更近了！ ”

27

年来，他有
3

次回城的机会，但每次都
主动放弃了！

1994

年， 院党组有意调他回刚成立不久
的法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 他却说：“我更愿
搞具体业务，面对面实打实地为群众办事。 ”

1998

年，法院人事集中调整，院党组再次
征求他的意见。 结果他选择了更偏远的南彰
法庭，到那里做了一名普通审判员。

2013

年， 他还可以到法院刚组建的新型
合议庭。 他第三次选择了放弃。

司法学校的老同学庄著立担任该院党组
成员、政治处主任，负责干部人事工作之后，

曾专程去东坝头乡法庭找他。 他把老同学领
到过去俗称“下马台”的张庄村，这里是当年
兰考县的第一大风口， 也是焦裕禄领着大家
战天斗地的地方， 而如今槐林葱郁， 良田碧
绿。 闫胜义指着地上的圪巴草说：“你看这种
草，贴在地面生长，处处扎根，是很好的植被。

我想，焦书记像参天的焦桐，他的崇高和伟大
我一生也赶不上，但我愿做这种圪巴草，扎根
在农村，护岸护坡，保持水土。 ”庄著立很感
动，但还是劝他：“胜义，回到城里还能给群众
办事嘛。 ”他说：“县城离农村毕竟远一些。 多
数人都想回城，城里不缺人，但农村缺啊！ ”那
天，庄著立对这位老同学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他们的同学， 当初一道进基层法院的现
在多是副科以上的级别，在省、市工作的，处
级干部比比皆是，厅级的也有好几个，只有闫
胜义至今还是科员级别。

1998

年工作调整时，

闫胜义当时在张君墓法庭以副庭长身份已经
主持了几年工作， 院党组想调整他到民庭担
任副庭长，一般人看来这当然是件好事：既能
进城，又有利于下步解决副科级，没想到他要
求继续留在基层。 但这时他在张君墓法庭的位
置别人已经接替，他便提出可以到别的法庭。去别
的法庭已没有领导岗位。 他说：“当审判员就行！ ”

南彰地处偏远，总是缺人，于是他要求去南彰。 几
年后，为方便他的生活，组织上又调他回到他
家所在的张君墓， 当年跟着他的书记员已经
当了庭长，他做副庭长也丝毫不介意。

院里组织中层职务竞争上岗， 闫胜义几
乎每次都选择放弃。 每年评先评优、 上报先
进， 他总是推辞：“比比咱的焦书记我还差十
万八千里！ 还是多鼓励年轻人吧！ ”

闫胜义说，在朋友们看来，他这半辈子没
官没钱，混得窝囊，可是他觉得，上有领导关
怀，下有群众信任，外有同事喜爱，内有家庭
和谐，工作忙碌而充实，生活简单而温馨———

幸福指数高着呢！

“有这‘三个零’，我知足”

闫胜义早已习惯了走村串户， 喜欢到村

里巡回办案。他在法庭门口挂块小黑板，上面
留着他的电话和去向。这块小黑板擦了写，写
了擦， 记录了他一次次在村里现场调查、调
解、开庭，或者是回访当事人、看望困难群众、

找村干部交谈了解情况的经历， 留下了终日
奔波、不知疲倦的身影。

由于整天和群众泡在一起， 他对农村的
了解达到一种精微的程度， 从而总结出一套
自己的办案方法。

他曾经化解过一桩疑案： 两户责任田南
北相邻。

1979

年春天分地时，两家在地头共同
栽下一棵桐树苗，约定以树为界。 十几年后，

南邻说自己的地少了，秋天不让北邻种麦。北
邻无奈，诉至法庭。闫胜义来到现场，南邻说：

“俺家刚分地时，宽宽绰绰种四耧
12

垄麦，现
在种三耧零两垄都种不下了。 俺的地南边界
是部队的电话线杆子，那是死的，要少肯定是
北边少。 ”北邻也不示弱：“以树为界！ 地埂没
打偏，树又不会自己跑！ ”大家都觉得蹊跷！闫
胜义围着桐树转几圈，问：“树是你们两家的，

锯了卖钱是不是该平均分？ ”两家说：“该！ ”闫
胜义说：“溜地皮把树锯了， 就知道官司该咋
断。 ”两家人将信将疑，找来截锯，把大树放
倒。闫胜义看看树木年轮，指着最内圈的小空
洞说：“这就是当年栽树时的位置， 按这位置
量，再看地多不多、少不少？ ”村支书和老会计
拉开皮尺一量，同声说：“咦，正好！ ”闫胜义
说：“这就对了！ 树木生长本来就是向阳的一
面比背光的一面长得快， 加上这棵树北侧早
年受过伤……”两家说：“不错！栽上第二年被
羊啃过一回。 ”“就是那次受伤，更加影响到北
侧的生长，你们看，南面的年轮越来越宽，北
面的就基本上不长……”这个案子，令许多人
至今津津乐道。

闫胜义第一次单独办案是到许河乡董园
村调查调解离婚案。

他先找到村支书董庆献。 董庆献介绍：

“你说的这个被告年龄虽小， 但辈分很长，我
喊他小爷。 这个事据我看，根儿在他身上。 他
身子瓤， 好凑牌场， 我小奶嫌他干活儿不帮
忙。但他要知错认改，我小奶兴许能原谅他。 ”

闫胜义于是找被告董某来谈。 谁知董某爱面
子，一听说是法官，马上恼怒起来，工作做不
下去。 闫胜义悄悄问村支书：“你们村姓董的
是大户还是小户？ ”村支书说：“大户。 ”“那你

们姓董的谁说了算？ ”“那得算俺堂三叔董明
德， 他处事公道， 家族里的事一般他说了都
听。 ”闫胜义随即让人去请

60

多岁的明德老
汉。明德老汉一到场，刚刚还情绪激动的董某
马上不怎么说话了。 明德老汉嘴里喊着被告
小叔，然后一桩桩、一件件给他摆事情，说事
理，又拿村里这家那户过得好的来对比，羞得
被告低了头、红了脸，说是要给媳妇认错、写
保证。董某终于赢得了妻子的原谅，案件得以
调解。

从这件事上， 闫胜义认识到依靠社会力
量办理案件的重要性———他将其称为“借力
办案”。

闫胜义说，在农村光有好心、说好话也不
中，有时候就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鞭子”，这鞭
子就是法律———他把这称为“法理并重”。

闫胜义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民事审判的立
案、开庭、宣判三个阶段。 他发现，在立案阶
段，当事人发生纠纷时间短，抓紧调解能有效
避免矛盾发酵升级；开庭前，许多当事人“爱
面子”，不想“对簿公堂”，抓住这种心理，有利
于促成和解；开庭以后，一些当事人自知举证
证据对己不利，会降低诉讼期望值，这时调解
也容易成功———他把这种方法叫作“三调一
判”。

在调解赡养纠纷时， 他会看似不经意地
告诉被告：调解不成的话，就到村里开庭。 凡
是要点面子的，都怕在村里开庭，家丑外扬，

让村邻议论儿女不孝， 因而选择调解———他
把这叫“心理暗示法”。

对于朋友之间的纠纷， 闫胜义认为多是
一时的气话“顶”上了，结成疙瘩解不开。只要
找准症结， 给双方个台阶， 一般都会主动下
台———他把这称为“搬梯子下楼”。

对于财产纠纷，按闫胜义的经验，是法官
要给出一个支点。 比如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
的退还问题，他发现

60%

是个支点，根据具体
案情适当降低或提高，一般双方都能接受。

对于家庭婚姻纠纷， 闫胜义说法官要给
出一个参照系。比如离婚案件，他让调解成功
的当事人配合调解新的离婚案件， 抓住人们
的比较心理，一般都能产生较好效果。

对于调解有难度的案件， 闫胜义说可以
尝试在法庭内部相互交换调解。 一个法官调
解不成，其他法官可以再调解。 通过不同人、

不同方式调解， 也往往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协
议。

27

年来，他办理了
2600

多起案件，结果
是：“三个零”———发回改判率为零，错案率为
零，上访率为零。 闫胜义说：“有这‘三个零’，

我知足。 ”

“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闫胜义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家之困、农
民之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 对农民也有深深
的同情。

20

多年来，他铁骨柔肠，带着对农民
群众深厚的感情从事着法律工作。

2013

年，谷营乡四明村杨洪因交通事故，

右腿截肢， 出院后将车主湖北一家石油公司
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判决后当事人均已服判。

但闫胜义脑子里总是闪现着杨洪拄着拐杖离
开法庭时那颠簸的身影。他想，一个普通农民
在遭遇这样的变故之后， 心灵会受到多大的
重压呀！他认为自己应该为杨洪再做些什么，

即使不能帮他解决更多的困难， 也应让他感
受到更多的关怀和希望！

在案件前期审理过程中， 闫胜义曾经注
意到被告方是一家有善心善举的公司， 经常
参加社会捐助活动。他想，假如在法律赔偿之
外有爱心奉献， 岂不是既能体现法律的严肃
又能展现社会的温暖吗？ 他给对方石油公司
打电话：法律程序走完了，但法律无情人有情
啊！想想农村老家咱那些父母兄弟，再想想一
个失去一条腿的农民他今后的生活会怎样、

家庭会怎样？如果能拉他一把，我们能忍心不
管吗？ 闫胜义十分恳切地说：“我知道你们经
常做公益事业，也知道你们有这个能力，也就
当是我替老百姓向你们求个情吧！ ”石油公司
的领导被闫胜义所感动， 研究决定额外给杨
洪

1

万元生活捐助。杨洪得知这些情况，紧握
着闫胜义的手久久不松开，喊了一声“兄弟”，

泪水便涌流出来， 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想
着判了以后，就没人再管了……兄弟，你就是
我亲兄弟！ ”

有人说，岁月会让人变得麻木。但同事发
现，闫胜义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年龄越来
越大，心变得越来越软。 越是为群众服务，服
务群众的心也就越来越细。

一个冬天的下午， 闫胜义带着同事去一
个调解无望的离婚当事人家里。 男方躺在病
床上。年迈的老娘抄手坐在旁边沉默无语。天
擦黑的时候， 两个孩子放学回来。 按法律程
序，夫妻离异需要征询

10

岁以上孩子生活意
见。 当闫胜义问“如果爸妈离婚，愿跟谁一起
生活？ ”大点儿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抱住闫胜义的胳膊哀求：“伯伯， 别让他们离
婚！我和弟弟不分开……”闫胜义的眼泪也就
流了下来，把询问笔录打湿一大片。每当想到
那一场景，闫胜义都有些伤感。

齐场村的小云姑娘， 是个单亲家庭抱养
的孩子。爸爸常年在外务工，她跟奶奶相依为
命。 “每次看到这一老一少，我的心就忍不住
发疼。 ”闫胜义心里惦记着，每次办案路过齐
场村，都不忘买点东西去看看她们，他说，“这
样心里会稍微好受点。 ”

还有张君墓的李大娘，老伴儿去世，闺女
家住不惯，在村里一人独居。闫胜义在张君墓
法庭时经常照顾老人，调往东坝头法庭时，还
把照顾老人作为一项内容与接替他工作的同
志进行了交接。

今年
3

月习总书记在兰考的一句话，引
起了闫胜义的强烈共鸣，“最根本的是要有一
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 ”他把
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

把老百姓看成父母、 亲人———闫胜义是
这样做的。 他说：“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

“群众的事再难也要管”

雷新庄村土地纠纷是一起大案， 源于村
里对机动耕地的处置。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

村里保留了
1000

亩机动耕地对外承包。由于
当时管理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还是没签，承包
费交还是没交、交多还是交少，都没个准数。

荩荩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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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年来，闫胜义
(

中
)

办理了
2600

多起案件，结果无
一发回改判。 《河南日报》记者王铮摄

� � � �2014

年
6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河南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兰考县人民法院东坝头法庭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法官。 在同
法庭副庭长闫胜义交谈时他说，闫胜义同志扎根基层法庭

27

年，坚持司法为民，努力化解矛盾纠纷，体现了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的焦裕
禄精神，广大法官都要向他学习。

时光回溯———

1987

年仲夏。 苍松翠柏中的焦裕禄烈士陵园。

河南省司法学校闫胜义和他的一名同学，在焦裕禄塑像前久久伫立，又在纪念馆徘徊。 他们面临毕业，有可能到省司法厅直属单位
工作，今天路过焦陵，却陷入对未来人生新的思考。 良久，闫胜义轻声但很坚决地说：“我想好了，毕业后哪儿也不去了，就回兰考！ ”同学
说：“你回来我也回来！ ”闫胜义说：“焦书记是外乡人，为兰考都累死了！ 咱土生土长的兰考人，还能嫌弃家乡吗？ ”“对，我也这样想！ ”两
个从小听着焦书记故事长大的年轻人激情满怀，一拍即合……

一晃
27

年过去了。当年这一幕，至今仍深印在两人心头。闫胜义曾以诗铭志：仲夏焦陵再忆君，耳濡目染感触深。自此立下为民志，

且把君心比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