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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巡回审判

勘验案件现场

回访案件当事人

走访乡村群众

核心提示

背包是他的标志，小黑板是他跟

群众沟通的桥梁。有人说他很普通，

但要管好一个年审理近500件案件的

基层法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说他很较真，为了化解矛盾，近

二十次的调解工作促父子握手言和，

这的确需要一股韧劲；有人说他不爱

家，在大刘法庭工作近十年，陪着家

人过假期的时间寥寥无几。他就是源

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庭长杨洪生，

乡亲们亲切地称他“背包庭长”。

近年来，在“背包庭长”的带领下，

大刘法庭以年审结420余起民事案件，

结案率达99%，调撤率70%，巡回审判

率 70%，无信访案件的好成绩赢得了

辖区党委、政府、群众的认可和好

评。

6月24日，从全省依法治省工作、

省综治委和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全体（扩大）会议暨平安建设表彰

会 议 上 传 来 喜 讯 ，杨 洪 生 被 评 为

“2015年度省平安建设先进个人”，成

为我市两级法院唯一获此殊荣的先

进个人。

守护乡村平安的“背包庭长”
——记源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庭长、“2015年度省平安建设先进个人”杨洪生

杨洪生，中共党员，2009年

初任源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

庭长至今，曾被授予“2012年全

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2013年

被评为“漯河市人民满意的十佳

政法干警”。2014年被市中级人

法院评为“乡村最美法官”，荣记

个人三等功一次。在杨洪生带

领下，源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

被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先进基

层法庭”、“调解先进法庭”等荣

誉称号，荣立集体三等功。

不让群众空跑趟，用实心实意解
决实际矛盾

在大刘镇，提到“背包庭长”杨洪
生，很多群众都不陌生。凭借小背
包，杨洪生延伸了便民服务，被大刘镇
的父老乡亲亲切地称为“背包庭长”。

每天清晨，杨洪生都会背着一个
棕色挎包，到源汇区人民法院门口和
庭里的同事一起坐车上班。见他总是
背着挎包，有同事问他，包里装的啥
宝贝，咋一天到晚背着。杨洪生笑着
打趣说，都是些跟群众联系的宝贝，
当然要背着。打开背包一看，有卷
宗、香烟、瓜子、零食，还有工作日
志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杨洪
生每天的待办事项。“下去办案，见
了老少爷们得让个烟、说说话，乡里
都 这 规 矩 ， 不 能 让 村 里 说 咱 不 合
群”。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阐释了一
名基层法庭庭长的为民世界观。

杨洪生常说，作为法官，既有判
案的权利，更有服务的义务，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那三个字“为人民”。为
老百姓排忧解难，他不让群众空跑
趟，用实心实意解决实际矛盾。

初到大刘法庭，杨洪生就制作了
便民联系卡，发给乡里和村里的干部
群众，方便群众有事与他联系。大刘
镇南邻西平县，在两地交界处手机时
常没信号。有时群众办事来法庭找不
到他，就在法庭门口的小黑板上留
言：“杨庭长，我是南王村的，有事找
你，请回电话”；“陶庄村老李，有急
事，请速回电”；“杨庭长，回庭请回
电”……时间久了，小黑板成了他和
群众沟通的桥梁。

2013 年，在一起租赁纠纷案件
中，被告付某以个人的名义与郑州某
建筑公司签订联营协议，之后便以该
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经营
期间，付某租用大刘镇南王村五户村
民的 500 根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丢
失，但付某拒不赔偿其损失。于是，
这五户村民将付某和该公司告上了法

庭，但该公司对法庭审理此案不予积
极配合。

杨洪生在深入调查取证的基础
上，认定了双方的挂靠关系，经审理
后判决付某和该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

该公司不服判决。上诉后，市中
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后来，
经过杨洪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该公
司最终履行了判决。

“老杨，赔偿款已兑现，我们大家
感谢你。”五户村民在小黑板上写道。

案子办理得及时，审判得公正。
就这样，通过简单的一个案件，杨洪
生被群众当成了贴心人，家里有个大
事、小事都愿意跟杨洪生商量，让他
拿个主意。不仅老百姓有难处会想到
法庭，就连村里有了棘手的事，村干
部首先想到的也是找法官解决。2014
年，杨洪生被市中级人法院评为“乡
村最美法官”。

“群众找你是因为他们信任你，
如果哪一天群众见你就不理，那你在
群众中的信任和价值就没有了。”杨洪
生认真地说。

只要用真挚感情为老百姓办事，
没有不讲理的人

“基层法庭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
普通老百姓，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很多时候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争得面红耳赤，从而使矛盾升级，
引起诉讼。”杨洪生说。

为了给辖区人民排忧解难，调解
纠纷，这些年来，杨洪生走遍了大刘
镇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小路。他
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用真挚感
情为老百姓办事，没有不讲理的人”。

在杨洪生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
中，男方长年外出打工，女方带着孩
子在娘家居住。一年春节，男方回乡
起诉离婚，女方数次到法庭吵闹，扬
言如果法庭不能给她一个公正的判
决，她就不活了。在开庭前，杨洪生
先找到女方了解案情。当他走进女方

娘家时，看到的是家徒四壁的困难情
形，破烂的床上坐着患病的老母亲。
看到这些，杨洪生的心里很不是滋
味，他当即掏出 200 元钱放到桌子
上。回到法庭后，杨洪生积极协调，
为女方娘家申请低保和困难救助金，
被告一家人十分感动。开庭当天，杨
洪生又和男方一起去了女方家中看望
老人。看到患病的岳母，男方很吃
惊，原来他一直不知道老人生了病。
看到岳母生病的样子，他双眼含泪。

“作为男人应宽容、大度、有担当，你
长 年 在 外 ， 留 他 们 在 家 确 实 不 容
易……”杨洪生趁热打铁，做男方的
思想工作。在他的劝解下，男方当庭
撤诉，夫妻二人破镜重圆。

“法庭审理的案件虽然没有惊天
动地的大案，但都跟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群众利益无小事，案子虽小
但要认真办。”杨洪生说。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今年 5 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背着一袋甜瓜到大刘法庭找杨洪生。
庭里法官告诉他杨洪生下乡办案了，
问他有啥事。“没啥事，自家地里种的
甜瓜，刚摘的，拿来给杨庭长尝尝
鲜，想当面谢谢他。”老人遗憾地说。

老人姓李，是西平县的一位农
民，去年因为二儿子不赡养他，便到
二儿子居住地大刘法庭起诉要赡养
费。受理该案件后，杨洪生详细了解
了案情。原来，当初分家时，老人的
二儿子认为父亲偏袒大哥，便不愿赡
养老人。了解情况后，杨洪生多次联
系双方当事人，从法律、亲情等方面
入手，面对面同老人及其两个儿子沟
通交流。最终，老大带着老二回家探
望了老人，一家人和好如初。虽然老
人的心结解开了，但他总是惦记着帮
他的亲人杨洪生。

当小家和“大家”不能兼顾时，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大家”

“他随身带本工作日志，上面

记的都是乡亲们的大事小情”、“他
常常把法庭当“大家”，当小家和

“大家”不能兼顾时，他总是毫不犹
豫地选择‘大家’”、“庭长特别有
时间观念，总是见缝扎针，在上班
的车上就把一天的工作给我们布置
了”……提到杨洪生，同事纷纷说
道。

作为源汇区人民法院任职时间
最长的庭长，近十年来，杨洪生已
把处理案件当成了生活的大部分。
妻子的生日他总是忘记，女儿的班
主任没见过他的面，家里的米面油
从没操过心。

“大刘法庭处理的案件中主要
涉及离婚、道路交通赔偿、合同纠
纷 等 一 些 简 易 案 件 ， 就 是 四 成 离
婚、四成道路交通事故、二成邻里
纠纷。”一说到案件，杨洪生如数家
珍。

在工作中，杨洪生和同事们牢
牢把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的工作理念；在立案时，对当
事人做好权利义务告知、诉讼风险
提示；在审理中，帮助当事人树立

“用证据来说话，用法律保护自己”
正确的诉讼观念。杨洪生经常带领
大 刘 法 庭 的 法 官 不 定 期 地 深 入 乡
镇、村巡回办案，把庭审开在田间
地头、晒场上、树荫下，把矛盾了
结在群众身边。他们的辛勤工作，
解决了偏远地区群众诉讼不方便的
问题，及时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
纠纷，深受群众欢迎。

就是这位不喜欢坐办公室的庭
长 ， 就 是 这 位 优 秀 的 法 官 ， 就 是
这 位 普 普 通 通 的 共 产 党 员 ， 用 联
系 卡 、 小 黑 板 、 小 背 包 ， 架 起 了
群 众 信 任 的 桥 梁 。 无 论 周 围 的 世
界 怎 样 变 化 ， 杨 洪 生 的 字 典 里 从
未 出 现 过 懈 怠 与 气 馁 ， 他 始 终 坚
守 着 一 位 党 员 法 官 的 信 仰 与 承
诺 ， 以 忘 我 的 勤 奋 和 无 私 的 忠
诚 ， 在 为 民 服 务 的 平 安 大 道 上 留
下了闪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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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生利用小黑板与群众沟通

杨洪生和同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