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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基层法官的坚守与快乐一名基层法官的坚守与快乐
——记源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负责人、党支部书记金立

■文/本报记者 张丽霞 李江蔓 图/陈 戈

6月18日午后，记者从市区出发一路向西南方向行
驶约20公里，到达源汇区人民法院大刘法庭时，看到大
刘法庭负责人金立正在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为近距
离了解工作中的金立，记者旁听了庭审。

“原告，你还有哪些异议吗？”“被告，你不同意离
婚的理由是什么？”……法庭上，头发花白的金立逻辑
清晰、思维敏捷，认真梳理当事人的每一句答辩。

庭审到下午5点钟才结束。走出法庭，金立不忘叮
嘱当事人补充材料，随后招呼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干了一辈子法院工作，都是平凡小事。”此时
的金立就像一个谦逊的邻家大哥，向记者分享职业生涯
中的故事。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1988年从漯河师范学校毕业的金立，当过老师，
也做过妇联工作。1994年，热爱法律的他通过考试，
正式进入源汇区人民法院，先后在执行庭、速裁法
庭、综合科、执务办、刑庭、民庭等部门工作。

大刘法庭建于2004年，目前共有员额法官2名、法
官助理1名、书记员5名。大刘法庭辖区面积达140平

方公里，辖区人口有11万人，主要负责大刘镇、问十乡
以及沙澧产业集聚区部分案件审理工作。2019年3月，
作为员额法官的金立到大刘法庭担任法庭负责人、党支
部书记。

“工作环境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聊起
到大刘法庭这5年的感受，金立由衷地说，在源汇区人
民法院本部，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本职工作上。在大刘法

庭，他更像一个大管家，除了办案，还要操心人员、车
辆、食堂管理等工作。不过，让金立操心的可不止这
些。

“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往乡镇跑、去村里走一
走。”金立说，大刘法庭辖区的乡镇政府、派出所、司
法所、市场监管所、商会及村委会等都是他定期走访的
对象。“主动和基层干部聊一聊，我能更全面地了解辖区
工作。遇到一些矛盾纠纷，大家可以联动处理，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金立
说，这是他最操心、最关注的大事。

基层法庭鲜有大案、要案办理，很多时候处理的都
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金立心里明白，这些看起来琐碎
的小事对群众来说就是要迫切处理的大事、难事。

大刘法庭办理的案件主要涉及家庭邻里纠纷、民间
借贷、道路交通赔偿、合同纠纷等一审简易案件。“很
多当事人比较淳朴，和对方产生矛盾只是因为对一件事
的理解不同，庭审时很少刻意隐瞒事实真相。”金立
说，他适时把庭开到村头、地头、村民家中，邀请村干
部、网格员和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在就地化解矛盾的
同时及时开展普法教育。“对民事案件，能调解的就尽
量不判决。案件判决容易，但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不
易。”金立说。

化解基层矛盾时，金立十分注重树立基层干部
的威信。“基层干部工作能力很强。遇到一些小纠
纷，我们积极联动起来，就能将矛盾化解得更彻
底。”金立说，这是诉源治理推动基层矛盾多元化解
的重要途径。

灵活办理涉民生案件

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在开庭时不到庭是乡镇法庭审判
时常遇到的问题。

“一些外出务工的当事人不能按时到庭。庭审结束
后，我就通过发微信、发短信等方式与当事人反复沟
通，直到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金立说，开庭后直接
判决完全符合法律程序，但如果没有到庭的当事人不了
解庭审意见，双方矛盾得不到实质性化解，直接判决就
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白天没有空儿，我就抽晚上或周末时间，主动联
系当事人，和他们拉家常，在反馈庭审意见的同时，化
解双方矛盾。”采访现场，金立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上
与不同当事人的聊天记录。一次次沟通、一遍遍释法明
理……聊天记录中的字字句句饱含金立对当事人的尊重
和理解。

“虽然这样的方式费时费力，但为了让办理案件的
社会效果更好，这些工作必须做。”金立说，在一方或
者双方当事人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有些事实争议不大的

案件可以以视频形式开庭。虽然乡镇法庭遇到的问题多
种多样，但化解矛盾的方式也有很多。“老百姓图的是
心理认同。我们能耐心听他倾诉，他的火气就消了一大
半。”这也是金立和同事常常到田间地头的一大原因。
当事人看到法官主动到家里了解情况，感觉很受重
视，就愿意接受调解。

几年前，大刘法庭辖区一名村民连续两年将麦子卖
给一个收麦人。收麦人每次都给该村民打欠条。欠条上
面写着“收到某某人麦子多少包”。“收麦人是谁、每包
多少斤、每斤的价钱都没有写。卖麦子的村民不知道
这两年的麦子到底值多少钱。”聊到这起案件，金立
深深感到，增强老百姓的证据意识、丰富他们的法律
知识比判案更重要。

金立和同事主动联系当地村干部，经过多方走
访，终于找到了收麦人。他们根据那两年的麦收行情
评估销售价格，最终帮卖麦的村民要回了粮钱。

“我夏天背个小包、冬天背个大包。”金立笑着指
了指办公室里几个大小不一的包，对记者说，随身背包
是他的一个习惯。到村里走访，聊到案件，他随手就能
从包里拿出材料现场办公。白天工作忙不完，他将材料
装到包里背回家，晚上接着干。

为了便于辖区居民及时与法官取得联系，金立延续
了大刘法庭的好传统：在门卫处或者办公室留张便签。
当事人到法庭找不到法官，可以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法
官及时与他们联系。此外，随手记录也是金立的一个工
作习惯。“有时候灵感来了，我就随手写在便签上，用
曲别针把便签和案卷别在一起，以便书记员开展下一步
工作。”这是金立在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时养成
的习惯。

言传身教“老带新”

刘亚鹏是大刘法庭的另一名员额法官，在大刘法庭
工作已经6年多。在他眼里，金立虽然年龄比他大，但
心态很年轻，很喜欢和年轻人分享新思路、好想法。

“他会很认真地听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征求我们的意
见。他还经常从网上买一些年轻人爱吃的食物，叫上大
家一起在食堂品尝。”刘亚鹏说，金立在工作上是年轻
人的榜样，在生活上是大家的好大哥。

说起办案方式，刘亚鹏说，大刘法庭和农村群众打
交道多，因此办案方法也和市区不一样。“多到当事
人身边走走，多和乡镇干部、村干部交流，虽然花
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但办案效果很明显。”刘亚鹏
说，在乡镇法庭办案，要多听村委会的处理意见，
树立基层干部的威信。刘亚鹏介绍，这样做有利于
化解纠纷、拉近邻里关系。有了村委会调解的先
例，后来出现的类似矛盾就能及时化解在基层，案
件数量将大大减少。

在“90后”书记员陈玉龙眼里，金立像父亲一样，
亲切又温和。陈玉龙向他请教问题时，一点儿也不拘
谨。

“我刚来上班时‘两眼一抹黑’，除了会操作电
脑，对工作流程完全不熟悉。”陈玉龙说，他的工作
繁杂且琐碎。金立为了帮助陈玉龙快速熟悉工作，
和刘亚鹏一起，根据经验整理了一份书记员工作流
程表。

“你看，书记员每天有好多活儿要干。”细心的金
立边说边向记者展示这份书记员工作流程表。记者看
到，满满三页纸上，从接收案件和材料到庭前准备、
庭审记录、卷宗归档、上诉案件处理等，均有详细的

步骤和要求。“这是前几年整理的。我们还在不断添加
新的内容。书记员有了它，很快就能找到工作方法。”
金立说。

距离大刘法庭5分钟车程的南王村“说理堂”是远
近闻名的说理好地方。它是南王村党支部为化解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而搭建的一个说事评理平台。金立带领同
事在“说理堂”多次开展现场调解和普法宣传。“大家
不论有啥解不开的疙瘩，到这儿都能畅所欲言。法官和
说理人帮忙评理，还能解决问题。”提及“说理堂”，村
民赞赏有加。

5年来，金立和同事秉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工作理念，在立案时对当事人进行权利义务
告知、诉讼风险提示，在审理过程中帮助当事人树立

“用证据说话、用法律保护自己”正确的诉讼观念，不
定期深入乡镇、田间巡回办案。对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金立和同事在征得双方
同意不需要举证期和答辩期的情况下，立即调解或开
庭审理，把庭开在村委会办公室、田间地头、晒场
上、树荫下，解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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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后，
他们及时做好调处和判后答疑工作，让当事人赢得
明白、输得心服。

三十载光阴荏苒，人民法庭是他最广阔的舞台；数
千起案件槌起槌落，群众口碑是他最骄傲的荣耀。
走遍大街小巷，辨别是非曲直，播撒法治种子，金
立深深扎根基层。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清理执行积
案先进个人、河南省巡回审判先进个人，被省高级
人民法院记个人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夕阳西下，金立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踏上回家
的路。5 年来，每天早上从家到源汇区人民法院再
到大刘法庭，傍晚从大刘法庭到源汇区人民法院再
到家，金立来回奔波40公里却乐在其中，因为这是
他热爱的工作。

开庭审理案件

到田间地头化解矛盾

与群众交流

开展普法宣传

加强业务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