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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为同乡“打招呼”，女法官遭报复遇害

本报记者刘良恒、谭畅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让 45
岁女法官周春梅的生命戛然而止。
　　 1 月 12 日清晨，她像平常一样
告别家人，准备乘电梯到地下车库，前
往供职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班。
电梯门打开，一双罪恶之手持刀猛地
捅向她。慌乱中，她试图躲开呼救，但
最终还是中刀，倒地不起。
　　行凶者向某，是周春梅的同乡。因
为一起劳动纠纷案件，向某几次三番找
周春梅请她“打招呼”，被拒后心生怨
恨，进而行凶报复。在湖南司法界有着
好口碑的周春梅，就这样遗憾地离
开了。
  1 月 13 日下午，受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和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院长贺荣，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马世忠委托，中国女法官协会
秘书长唐虎梅一行专程来到湖南省长
沙市，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
书记、副院长张兰陪同下，看望慰问周
春梅家属。

断然拒绝同乡不当请求

　　据警方调查，向某与周春梅系高
中及大学校友。
　　 1999 年大学毕业后，周春梅曾
短暂在吉首大学工作，后来考上湘潭
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湖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至今。
　　据知情人士透露，2000 年 8 月，

向某入职湖南省某科技研究院，后成
为由该研究院改制而来的湖南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因为殴打公司同
事等原因，上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解除与向某的劳动关系。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向某与
上述公司多次对簿公堂。向某的核心
诉讼请求——— 继续回“老东家”工作，
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不服气的向
某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也被依法驳回。
　　在与上述公司进入诉讼程序后，
向某就一直在找周春梅，要求周春梅
帮她向一、二审法院“打招呼”。据湖南
高院查实，周春梅以法院系统有相关
规定、禁止过问他人所办案件为由，断
然拒绝了向某的不当请求。
　　案件进入再审审查后，恰好由周
春梅担任副庭长的审监一庭审查，向
某再次请求周春梅帮忙“打招呼”，还
是被严词拒绝。
　　多位警方知情人士透露，向某还
曾试图给周春梅送钱送财物，但均被
拒绝了。请托不成的向某由此怀恨在
心，进而蓄意报复周春梅。
　　血案发生前几天，向某应聘到周
春梅居住小区做保洁员，伺机伸出了
罪恶之手。
　　一个优秀的人民法官，就此遗憾
地离开了她深爱的家人和事业。

二十余载坚守法治信仰

　　出庭或者录法制节目时，周春梅

十分在意自己的专业形象。
　　湖南广电系统一位媒体人透露，
2015 年 11 月 3 日，第一次受邀参加
普法电视节目录制的周春梅，对自己
的着装、措辞，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
有点紧张，“怕正式出来让人大跌眼
镜，都不敢告诉别人收视时间。”

　　这份不将就的工作态度，源自她
坚守二十余载的法治信仰。
　　来自湘西龙山县大山深处的周
春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苗家辣妹
子。她的大学同学肖洪泳回忆，他们
是湖南第一批并轨收费的大学生。周
春梅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经济条件不

是很好，但学习相当刻苦，十分上进。
　　“几乎每学期她都拿一、二等奖学
金，毕业后分配到吉首大学刚一年，就
又继续考上法学硕士研究生，深受老
师们青睐。”肖洪泳说。
　　参加工作后，周春梅身上的拼劲
不减。
　　 2019 年湖南法院“立审合一”改
革后，周春梅所在的审监一庭承担了
大量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她既需要
统筹安排团队工作，监督把关团队所
办理的案件，同时自己还有大量办案
任务，肩上担子很重。
　　尽管责任重、压力大，但周春梅从
不喊苦叫累。遇害前两年，她在怀孕、
休产假的特殊情况下，克服住家远、

“上有老下有小”等实际困难，早出晚
归，经常加班加点，超额完成 50% 以
上工作量。
　　湖南高院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仅
2019 年，周春梅就高质效审结案件
163 件，结案率 99.39% ，审管办考核
结案率 124.5% ，无一超审限，无一上
访、闹访，全部按规定进行公开上网和
归档，审判质效为满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周春梅创新开庭方式，让当事人不出
门就可以打官司。
　　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
上，她和审判团队通过电话询问和“云
开庭”的方式，妥善审理涉疫情民事案
件，最大限度降低因疫情防控给当事
人权益造成的影响，积极为疫情防控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位熟悉周春梅的律师说，她一
直以“学者型法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结缘法律的 20 多年里，她先后在

《法律适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中
国劳动》等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十
余篇。她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
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合同卷）》主
要撰写成员之一。
　　“个性外柔内刚，很有原则性，待
人接物让人非常舒服，一点刺都没
有。”肖洪泳说，她这位老同学的性格
一直就没变过。

“业务标兵”和“爱心达人”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当天晚上，
周春梅应该会在两岁多的小女儿上
床睡觉前赶回家中，逗她玩一会儿，
让她撒撒娇，等她熟睡后再收拾收
拾家里。
　　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记录着
母女情深的美好。九宫格照片里，每
张都有小女儿天真烂漫的笑脸和身
影。周春梅满怀欢喜地说：“路过施
工地。小妞看到两辆挖机：一个挖机
在工作，一个挖机在睡觉，还没起
床！”
　　“她爱人不仅是我师兄，还是我
学术上的朋友，我们经常往来，他们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甜蜜和融洽。”肖
洪泳说。
　　不止一位同学说，周春梅极富
爱心，她关爱妇女儿童权益，热心资
助困难学生。她也爱自己的小孩，特
别是生育了第二个孩子后，她常常
笑逐颜开地说：“我真是太爱这个女
儿了，太可爱了！”
　　在单位，周春梅不仅是“业务标
兵”，还是“爱心达人”。作为湖南高
院机关妇委会委员，她积极参与策
划、组织“凝心聚力、创先争优”三八
妇女节主题活动，参与省直妇工委
的 读 书 会 ，组 织 开 展“送 法 进 校
园”……
　　在 2015 年接受《中国审判》
采访时，周春梅说起她和同事们
的善举很是淡然，“我们微薄的帮
助，也许只能解决孩子一时的困
顿。但我们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能让孩子们坚定战胜困苦
的信心；希望我们小小的善举，能
让孩子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真
情。”
　　在一篇悼念文章里，研究生同
学胡宇鹏写道：春梅是我的同学，
我为春梅感到骄傲。从听闻噩耗到
现 在 ，眼 前 总 是 浮 现 春 梅 的 笑
容……

“管得最宽”的片警，每年走的路能绕赤道一圈半

本报记者刘懿德

　　民警宝音德力格尔，身高不足一
米七，体重不到 120 斤，但他的辖
区———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 后 旗 潮 格 温 都 尔 镇 ，面积却有
1672 平方公里，比 3 个北京市朝阳
区还大。
　　有人称他是“管得最宽”的片警。
　　 20 多年来，他骑着摩托车穿行
在蓝天白云之下，平均每年行驶 6 万
多公里。用火热的心操劳着牧民的大
事小情，用忠诚守护着草原的幸福和
安宁，牧民都亲切地叫他“赛音察戈
答”（蒙古语，意为好警察）。

  “听到摩托车响，八成是

宝音德力格尔来了”

　　 1 月 7 日上午 7 点半，天刚蒙蒙
亮，民警宝音德力格尔已起床开始
忙碌。
　　入冬以来，寒潮频频来袭，乌拉特
后旗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元旦当
天，宝音德力格尔下乡途中，摩托车突
发故障，他立即给最近的牧民打电话
求救。
　　当牧民开着皮卡车找到宝音德力
格尔时，他已在近零下 30 摄氏度的
低温中挺了一个多小时。“手脚都冻麻
了，回来就感冒了。”他说。
　　连续吃了几天药，刚觉身体见好，
他就又忍不住要往基层跑。“之前一家
企业与牧民发生了点儿矛盾，后来调

解好了，我得再去做个回访，不去不安
心。”
　　穿好厚厚的棉服，就着热水把感
冒药吃了，宝音德力格尔骑着摩托车
再次出发了……
　　 1997 年，土生土长的宝音德力
格尔来到潮格温都尔镇派出所工作。
1999 年，随着当地撤乡并镇，原来的
5 个牧业嘎查（蒙古语，意为村落）合
并为一个责任区。从那时起，他就成
了这个超大责任区的片警。
　　这里地处塞外北疆，北与蒙古国
接壤，全旗境内分布着辽阔的戈壁草
原，地形复杂。宝音德力格尔的辖区有
绵亘的丘陵，有干涸的河槽，还有一望
无垠的戈壁。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路，从
一户牧民家到另一户牧民家，常常要翻
山越岭。
　　面积巨大，地形复杂，摩托车成了
最好的交通工具。工作以来，宝音德
力格尔已先后骑坏了七八辆摩托车。
很多牧民都说，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
八成就是民警宝音德力格尔来了。
　　一辆又一辆摩托车，驮着宝音德
力格尔在蓝天白云下穿梭，在戈壁草
原上入户，甚至陪他出生入死。
　　有一年接羔季（小羊羔出生的季
节），宝音德力格尔骑摩托车一口气跑
了 10 多户牧民家帮助接羊羔。忙活
了一天，宝音德力格尔很疲惫，回派出
所的路上又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一阵狂风夹杂着沙粒吹来，他还
没来得及反应，就连人带车被风掀下
山去。遍体鳞伤的宝音德力格尔被挂

在摩托车上，而摩托车则卡在斜坡
上……
　　其实，常年骑摩托车在戈壁草原
上往来，大风天气、雨雪路滑导致摔倒
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单位多次想给
宝音德力格尔配备汽车，但每次都被
他拒绝了：“开汽车是舒服，但我辖区
有些路汽车走不了，骑着摩托车才能
把每户牧民家都走到。”
　　 20 多年来，宝音德力格尔平均
每年 200 多天奔波在牧区，年均行程
6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
圈半。
　　宝音德力格尔和他的摩托车，早已
成为蓝天白云下广袤乌拉特草原的一
道别样风景，牧民们因此还给他起了一
个绰号———“草原摩托警”。

  “草原上的牛羊有多少，
宝音德力格尔做的好事就有
多少”

　　牧民们都说，“草原摩托警”是乌

拉特后旗戈壁草原上大家最信任的
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赛音察戈答”（蒙
古语，意为好警察）。
　　“在牧区工作，最重要的是让牧民
相信你，和你交心，这样工作才能顺利
开展。”宝音德力格尔说，他和牧民交
心的“法宝”就是“上门”。
　　为办理各类证件的牧民上门服
务；得知牧民发生邻里纠纷了，他立即
上门调解；每次下牧区，他都要上门看
望孤寡老人、帮扶困难群众……
　　一次走访中，宝音德力格尔发现，
辖区住户韩克勤的妻子患有精神疾
病，家庭生活困难，孩子韩同同的学习
受到很大影响，12 岁了还在读小学二
年级。从那之后，宝音德力格尔只要
周末有时间，就把孩子接到他的办公
室，亲自辅导孩子学习，并定期给韩家
送去米和面。
　　宝音德力格尔把牧民的小事当成
自己的大事，久而久之，牧民也把他当
成最亲近的人之一。
　　“宝音德力格尔每次来我们嘎

查，挨家挨户地走，送报纸、访民情、
调纠纷……现在嘎查牧民最信任的
人，除了我，就是他！”韩乌拉嘎查的
老支书道布庆笑着说，牧民们遇有
大事小情，总少不了要找宝音德力
格尔。
　　一年初春，戈壁草原气温骤降，正
在放牧的梁茂祥和 300 多只羊被风
裹挟到 15 公里以外。夜幕降临，寒
风嘶吼，接到求助电话的宝音德力格
尔立刻顶风出发救援。
　　根据梁茂祥的描述，凭着对辖区
的熟悉和脑海里的地图定位，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摸索，宝音德力格尔终于
找到了被冻得发抖的梁茂祥。
　　这段经历让梁茂祥至今感激不
已：“只有宝音德力格尔能找到我，
没 有 他 ，我 那 天 肯 定 被 冻 死
了……”
　　心思细腻的宝音德力格尔把这些
工作写进民情日记。日记中，有的是
牧区发生的事件，有的是牧民的家庭
状况及牧民的心声；其中有对个人工
作的总结，更多的还是如何解决牧民
诉求的具体措施。
　　“写日记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牧
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20 多年来，宝
音德力格尔写了 20 多本民情日记。
当地的牧民都说，“草原上的牛羊有多
少，宝音德力格尔做的好事就有多
少！”
　　用真情迈进户门，才能真正走进
心门。面临棘手工作时，才能获得群
众的真心支持。
　　几年前，乌拉特后旗进驻的厂矿
企业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来务
工人员。有的公司因开矿影响牧民放
牧，工人和牧民的关系一度紧张。
　　每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宝音德力
格尔总是先去公司厂区，一连几天吃
住在工人宿舍，介绍牧区的风土人情，
还教工人用蒙古语问好。
　　随后，再带着工人到牧民家做客。
很多牧民都只认宝音德力格尔，甚至
不让工人们进屋，他就反复给牧民做
工作。
　　牧民信任宝音德力格尔，与工人

接触次数多了，对立情绪也逐渐缓
解了。大家成了熟人，有什么事都
能坐在一起商量。
　　“解决这样的纠纷，没有牧民的
充分信任是做不好的。”宝音德力格
尔说，他用自己的真心，换来牧民的
真情，大家就一定会支持他的工作。

  “我找到了世界上最好

的女人”

　　宝音德力格尔的妻子斯琴格日
勒是一名医生，她全力支持丈夫的
工作，扛起了家庭重担。除了照顾
老人和两个孩子，她还要照顾一对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干儿子”“干
女儿”。这两个孩子是宝音德力格
尔帮扶的，一有机会，他就把他们带
回家，为的是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
温暖。
　　宝音德力格尔一次谈起自己
妻子，性格羞涩的他竟然骄傲地
说 ：“我 找 到 了 世 界 上 最 好 的 女
人！”
　　正是有了这样坚强的家庭后
盾，宝音德力格尔才得以在 20 多
年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地在辖区服
务群众。
　　从警 20 多年来，宝音德力格
尔获得无数荣誉：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
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创先争
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基层公
安民警”、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
　　已经 47 岁的宝音德力格尔，
从 23 岁起就成为一名警察。“我从
小就想当警察，惩恶扬善、威风八
面，多让人羡慕！”但是，从警 20 多
年之后，宝音德力格尔发现，其实
一名警察的成就感也可以来自群
众的认可和信任。
　　荣誉等身，但他始终坚守在基
层派出所。“我是牧民的儿子，我生
长在乌拉特草原，我热爱这里的一
草一木，能够为生活在这里的牧民
群众服务，我感到由衷高兴。”

          周春梅   湖南高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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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梯到地下车库，电梯门打开，一双罪恶之手持刀猛地

捅向她。在湖南司法界有着好口碑的她，就这样离开了

  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九宫格照片里，每张都有小

女儿天真烂漫的笑脸和身影。周春梅满怀欢喜地说：

“路过施工地。小妞看到两辆挖机：一个挖机在工作，一

个挖机在睡觉，还没起床！”

1 月 7 日，宝音德力格尔在辖区巡逻。 乌力吉摄

  宝音德力格尔平均每年 200 多天奔波在牧区，年

均行程 6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

  常年骑摩托车在戈壁草原上往来，大风天气、雨雪

路滑导致摔倒是“家常便饭”。单位多次想给他配备汽

车，但每次都被拒绝：“开汽车是舒服，但我辖区有些路

汽车走不了，骑着摩托车才能把每户牧民家都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