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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峰

正 值 第 15 个 全 国 敬 老 月 之
际，常州法院的 474 位退休人员积
极 响 应 市中 院 的 号 召 ，在 力 所 能
及 的 前 提 下 ，“ 退 休 不 褪 色 ，银 龄
献余热”，在推进“532”发展战略、
助力诉源治理、开展法治宣传、服
务审判工作等多方面贡献自己的
力量。

政治引领
引导退休人员劲往一处使

全市两级法院认真落实加强退
休干部政治建设若干举措，为每名
老干部订购党建书籍，定期组织政
治学习，提升理论素养；及时听取意
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2023
年，市中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被评
为常州市“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党
支部。

市中院先后成立了关工委、咨询
委员会和省离退休法院工作协会常州
分中心，为退休法官发挥作用提供平
台支持和服务保障。截至目前，全市
两级法院共有“银耀天平”志愿者100
人，银发人才 15 人，常州市老同志专

（兼）职讲师2人。
常 州 分 中 心 联 合 相 关 法 院 退

休干部党支部，联合开展“学思践
悟二十大、银发先锋在行动”主题
党日活动，走进常州比亚迪汽车有
限 公 司 、长 江 大 保 护 常 州 展 示 馆
等 ，积 极 引 导 退 休 干 部 为 常 州

“532”发展战略、新能源之都建设
贡献余热。

推动退休法官进网格
助力诉源治理

去年 5 月，市中院在新北法院孟河
法庭召开全市法院“党建带关建创关工
品牌”推进会，总结推广关心下一代工作
站经验。目前，全市16个人民法庭都已
统一设立“关爱站”，由庭长任站长，退休
法官任副站长，着力将法庭建设成为联
系、保护青少年的桥头堡。

关爱站成立后，先后向多名遭受家
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发出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并多次组织在职和退休法官前往
辖区幼儿园、小学、中学开展法治教育。

市中院还联合市委老干部局，组
织退休法官就近到所在社区开展普
法宣传：天宁法院针对辖区内老小区
改造项目多、邻里矛盾大等特点，组
织退休法官参加老小区改造组，提前
介入、调解居民间矛盾；钟楼法院开
展“家门口”的司法服务，鼓励退休法
官就近加入网格，开展普法与矛盾调
解等诉源治理工作，助力基层治理取
得实效；经开区法院退休党员参加辖
区安全生产月普法宣传活动，耐心解答
群众疑惑难题。

创新活动形式
开展法治宣传

市中院一贯非常重视对在校学生的
普法宣传：

一方面，2022 年 9 月，市中院联合
相关单位，开展高职院校兼职法治副校
长换届，让新近退休的法官充实兼职法
治副校长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
组织退休法官到高职学校开展普法讲座
70 余人次；在全市 50 家中小学和高职
院校开展民法典护航青少年学生健康成
长图片巡回展。

另一方面，2021 年全市法院启动
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秀案例”评选
活动，成立了以退休老干部为主的案
例评审委员会，负责案例的评审和编
辑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撰出版了《花
落花开——常州法院保护未成年人案例
精选》，于 2022 年 6 月举行了首发仪
式。目前已向全市各中小学和高职院校
赠书 10000 余册。市中院还联合市委
政法委等15个部门组建了常州市“花落
花开”法治宣传教育联盟，共建共创共享

“花落花开”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促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此外，市中院还联合9家单位举办了
常州市第六届模拟法庭比赛。针对近期
多发的校园霸凌事件，市中院退休法官汪
杏芬利用自己10多年的刑事审判经验，
为常州工贸高级技工学校学生编写了
10000多字的“庭审剧本”，并进行全程指
导，帮助该校在比赛中取得银奖。

发挥退休法官优势
服务审判工作

市中院先后聘请了5名退休法官在
诉讼服务中心担任人民调解员，聘请了一
名具有丰富信访工作经验的退休干部在
督察处负责信访查处工作。他们都是审
判经验丰富、善于调解的资深退休法官，
极大地增强了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参
与诉前调解、信访化解工作的实力。

金坛法院充分发挥老干部人生阅
历长、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结合“守初
心·担使命”青年干警联盟活动，抓住老同
志们退休前的窗口期，为每一名年轻法官
助理配备一名资深导师，分享有益司法办
案方法和技巧，让司法能力和工匠精神薪
火相传。同时，5名具有审判工作经验的
退休老干部受聘入驻金坛多元解纷中心，
年人均调解结案300余件，已成为矛盾调
处的主力军。武进法院成立了“老法官法
律调解团”，10名退休法官被聘请为专职
人民调解员，每年人均成功调解纠纷230
件，其中74岁的陈台放一年成功调解纠
纷500余件。溧阳法院建立“青少年关护
员”制度，聘请8名退休法官担任“青少年
关护员”参与涉少案件审理，2022年12月
以来，共参与调解186件涉少案件，调解
成功140件，调解成功率接近80%。

市中院积极参与由市委政法委组织开
展的涉案重点未成年人结对帮扶工作，组
织全市在职法官和退休法官与涉案未成年
人结对，定期与学校和家长联系，及时掌握
生活学习情况，针对性做好教育帮扶工作。

退休不褪色，银龄献余热

□张纪范

2019 年，我已经退休 5 年后，被
任命为常州中院关工委秘书长。我像
在职人员一样每天坚持上班，参与谋
划关工委重点工作，努力当好关工新
闻“发言人”。

无论是策划、构思、打腹稿，还是
上下班途中，抑或是晚间散步锻炼之
际，甚至是清晨，只要一想到新闻点，
我立马起身落笔。写作时全身心投
入，一气呵成从不拖拉。2021 年底
的最后三天，第一天常州中院关工委
与市关工委等举行了《民法典护航青
少年健康成长图片展》首展仪式，第二
天我收到人民法院出版社寄来的《花落
花开——常州法院保护未成年人案例
精选》（以下简称《花落花开》）样书；第
三天有位老同志冒着寒风去高职院校
授课。我想，若把这三件事串在一起撰
稿，就能反映关工委驻会老同志的精神
状态了，于是我采写成《年轮交替之时》
的长篇通讯，发表在一周后的《江苏法
治报》“江苏法苑”专版头条上。

我还协助编纂出版了全国首部
“未保”书——《花落花开》（陆洪生
主编）。作为副主编之一，我至今仍能
感受到其中的不易。因为涉及未成年
人案例一般不宜公开报道，所以常州
中院关工委勇于开拓，变“禁地”为“富
矿”。2020年4月，全市法院开展了评
选保护未成年人优秀案例活动，在此基
础上编纂出版书籍。2021年6月，正当
常州中院关工委的组稿、评选、编纂“未
保”优秀案例如火如荼进行时，外地因
没有严格把关，造成发布的涉未成年人
案件引发负面影响。我们的编纂工作
是继续还是中止？我们觉得不能因为

有风险而停下脚步。之前我们对题材
进行过严格筛选，之后我们对所有稿件
再逐一筛选，对于滥芋充数的次品，要
么“回炉”重写，要么直接否决；对于好
的素材，则组织力量采写。最终在83
篇来稿中挑选出了65篇案例。然后，
我们邀请常州新闻界、作协等有关专家
评选出优秀案例。我们严格履行送审
手续，将所有案例的纸质材料打包成
箱，分别邮寄并请省高院新闻办公室和
省高院少年庭逐篇逐字审核，使适用法
律条文和法律用语都经得起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检验。送审的65
篇案例没有一篇被否定。历经两年努
力，终于在2022年6月27日，在常州举
行了《花落花开》的首发仪式。

《花落花开》是全国首座司法“未
保”的“金矿银山”，包括我在内的关工委
退休法官们就是辛勤的“开矿者”和“炼
金者”，我们把炼出的“真金”奉献给可
爱的未成年人们。新闻媒体专家组感
慨：“常州法院这次征集评造未保优秀案
例活动，案例表达主题突出、内容涵盖题
材丰富、故事阐述视角独特、集结出版意
义深远，强化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针
对性、有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是一件
意义深远的善举，也为从法律层面更好
唤起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工作提供了可
以推广的示范”。

此书先在省高院领导间“首阅”，
很快在全国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法官朋
友里广泛传播，要书者甚多。由常州
中院、市关工委发起，市委平安常州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委政法委关工
委顺势在 2022 年底发文，组建了由
15 个市级机关参与的我省首个地级
市法治教育联盟。

在法院关工委“发言人”的特殊
岗位上，我已发挥余热 5 年，被省关
工委、省文明办授予全省关心下一代
优秀个人称号（常州政法系统唯一获
奖者）。

当好关工事业“发言人”

市中院召开高职院校法治副校长座谈会。

□武法宣 高磊

在武进法院，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两鬓斑白，本可退休在家享清福，却
依然步履矫健地奔走在司法调解的第
一线，心系群众，为民解忧，他们就是
武进法院“老法官法律调解团”的退休
老法官们。他们积极发挥余热、为民
解忧，用他们的真心、热心、爱心关怀
每一起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现在案件
数量非常多，一线审判法官工作压力
也大。我们在退休后还能够尽自己的
一份力，通过诉前调解减轻审判工作
压力，感到非常有价值！”调解团成员、
退休老法官储春平说。

为了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
盾、保障人员的专业性和提供法律服
务的规范性，2008 年以来，武进法院
依托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老法官
法律调解团”，积极引导退休老法官
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基层治理，为推动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奉
献余热。

“老法官法律调解团”目前有六名
退休法官，主要负责婚姻家庭、相邻关
系类纠纷以及小额标的、争议不大的

债务和损害赔偿类案件等的纠纷化解
工作。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3岁，
最小的刚从一线法官岗位上退休。他
们有的擅长司法文化传播和普法宣
传，有的拥有丰富的审判经验，都是诉
前调解工作的合适人选。

“做法官时得果断，现在做调解就
得有耐心，更要有温度。”退休老法官
何纪华说，调解团负责的案件都是基

层积累的一些矛盾案件，有些前期已
经过基层调解组织和各级行政调解机
构的处理，调解难度比较大。这时候
除了释法，在对待当事人的方式方法
上也要作出改变。为此，老法官们发
挥自身特色优势，将风土人情、法律常
识跟相关做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聊家
常到摆事实、从明法理到动情理，最终
用“水磨功夫”达成一个个让双方当事

人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大大加快了
办案节奏。团队自成立以来，共计受
理案件12000 余起，成功调解10800
余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90%以上，为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

常州市物业纠纷仲裁调处中心将
民商事调解和民商事仲裁引入物业纠
纷调解，聘请了章建春与雍丽萍两位
常州中院退休法官为专职调解员。调
解员不仅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同时
能准确洞悉双方的矛盾诉求堵点并及
时疏通，提高化解纠纷的效率。今年
1至9月，中心受理的903 起纠纷中，
当事人参与调解 225 起，调解成功
183起，调解成功率达81.3%。积极化
解纠纷之余，退休法官还坚持调解与
普法相结合，开展事前预防工作，对物
业公司进行培训，围绕常见的物业纠
纷进行分析解读。“培训不仅能够督促
物业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增加业主满
意度，也能够帮助他们在面临纠纷时
妥善处理，提升基层自治解纷能力。”
章建春说。

退休老法官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广大在岗法官树立了榜样。

参与调解的行家里手

□蒋园圆 王芳

关心下一代工作如何与涉少审判
有效融合？

溧阳法院根据“青少年关护员”退
休以前的工作特点、特长优势、能力水
平、兴趣爱好等进行“分门别类”“因类
施策”，相对应地让关护员参与法治宣
传、矛盾化解、案件审理、家庭教育、跟
踪回访等不同的工作类别，真正让关
护员各尽所能、各显风采。自2022年
底实施以来，包含 8 名退休老法官在
内的 36 名关护员参与了 293 件涉少
刑、民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有效守护了
344 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成功
化解140件少年家事纠纷，撤诉、调解
率达75%以上。

“青少年关护员”、退休法官周洪
祥说，参与案件调解，化解社会矛盾，
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还记得，由于父
母先后入狱，6 岁的乐乐一直跟随爷
爷奶奶生活。但是2023年4月，正在
服刑的父亲得知乐乐并非自己的亲生
儿子，便向同在服刑的妻子提出离
婚。一旦法院判决否认父亲和乐乐之
间的亲子关系（很大概率会这样），乐
乐就会与爷爷奶奶失去法律上的联
系，失去抚养人，成为“失管儿童”。

参与审理此案的“青少年关护员”汤
家俊、周洪祥了解这一情况后，向法官提
出了自己的关护意见，他们希望在法院

作出判决之前，先行解决乐乐今后由谁
抚养的问题。承办法官采纳了他们的意
见，于是周洪祥与汤家俊一起前往监狱，
向乐乐母亲了解相关情况，得知乐乐还
有阿姨、舅舅，他们有足够的抚养能力，
同时也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2023年5
月11日，汤家俊和周洪祥驱车五百公里
赶往徐州，经他们精心协调，原本不愿放
弃抚养的爷爷奶奶同意将乐乐交给其阿
姨、舅舅抚养。一件当初感到难处理的
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青少年关护员”甘春英与家庭教
育指导师从2024年4月起协同合作，
三次回访“失足”少年小杰，督促其洗

掉文身、改过自新。甘春英经常提醒
小杰学会体谅母亲的艰辛与不易，引
导忽视家庭教育的小杰母亲逐步意识
到自己孩子问题的严重性，告诉她该
如何修补亲子关系。

在关护员们留下的办案手记里，
像这样“有故事”的经历还有很多。

新北法院则充分挖掘退休老法官
的力量，引导帮助迷航青少年“改邪归
正”。

该院审理的一起持械斗殴案件涉
及三名未成年人，虽然满足判处缓刑
的条件，但三人都已不是初犯，如果缓
刑期间再次犯罪怎么办？少家庭承办

法官向该院关工委求助，决定借助院
关工委和“灯塔萌”法律服务中心的力
量，家院配合，相信一定能教育感化和
引导他们回归正道。

该院关工委的退休老法官朱志道
受邀“出山传道”，结合自己在少管所
的工作经历以及几十年法官生涯的亲
历案例，教育引导孩子们明确法律底
线和行为边界，增强法治观念和自我
保护能力，远离违法犯罪；正在少家庭
实习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大二学生谢奕
舸作为学生志愿者，发挥年龄相近、容
易共情的特点，跟孩子们谈起了美丽
的大学校园和图书馆、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让三个孩子都露出了羡慕的眼
神。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的
心结打开了……

三个孩子中，小义目光坚定地
说：“假如还有机会，我一定痛改前
非，努力做遵纪守法对社会有用的好
人……”一直沉默的小剑抬起了头：

“他们偷东西我帮着望风，以为自己不
偷就不犯法，结果也犯了盗窃罪……
我太无知了！”一脸稚气的阿豪激动地
说：“我太对不起爸妈了，如果有机会，
我想回到校园，好好学一门技术，改写
人生。”

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独白和眼神中
透出的希望，更加坚定了退休老法官
践行使命、用爱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信心。

关爱未成年人的守护使者

□蒋心怡 武法宣

前不久，天宁法院退休法官、
关工委成员蒋少伟赶到天宁区天
宁街道舣舟亭社区，为 20 多位青
少年带来了一场“树立正确人生
观”的主题讲座，教导孩子们加强
法律知识学习，汲取法治力量，把
握正确的人生航向。其间他不时
与孩子们进行互动交流，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蒋少伟2020年5月退休后，选
择积极参与普法志愿活动，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他常说思想政治
学习是党员的必修课，更是坚持青
少年普法正确导向的需要，所以退
休后不但积极参加所属党支部学
习，而且每天登录“学习强国”平台
学习最新时政知识，为大脑持续“充
电”，还每天参加“学习达人”挑战
赛，争做“周达人”“月达人”。

退休后的蒋少伟一直坚持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发挥余热，天宁法院
组织退休党员深入学校开展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提供精准
法律服务的志愿活动，他每一次都
积极参与，主动担任了三河口高级
中学的法治副校长，定期走进校园
为青少年普法，用老年党员的模范
榜样、退休法官的专业身份、编外老
师的循循善诱，教导青少年们从小
知法、学法、守法、用法。

天宁区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
式，积极倡导退休党员走基层、进社
区，参与社区治理，蒋少伟带头响
应，退休后积极投入此项工作。他

为舣舟亭社区群众提供法律宣讲、
咨询等服务，积极协助社区进行矛
盾纠纷化解，对于社区治理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社区的老小区改造工
作中，他积极参加改造工作组，为居
民们普及老小区改造中遇到的常见
法律知识，在居民间协调矛盾，同时
为社区和施工方积极宣讲相关法律
条款，努力让改造工作在法律规范
内有序进行。

在职工作三十多年来，蒋少
伟用一腔热情捍卫法律尊严，退
休后依旧不改党员本色，在普法
宣讲上再立新功。因为表现突
出，他获评天宁区“十佳老有所为
人物”荣誉。

武进法院的“老法官法律调解
团”也将加强校园法治宣传作为自
己的职责，调解团的老法官们都把
增强中小学生法律意识、营造健康
成长的良好校园环境当成自己的使
命。他们充分发挥经验丰富、案例
众多的优势，多次走进校园开展法
治宣讲，精心挑选与学生成长息息
相关的普法知识点，用学生易于接
受的方式和语言娓娓道来，以案说
法、以法育人，生动形象地为学生讲
解法律常识和预防措施，提醒他们
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自觉抵制
不良诱惑，防止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同时，他们积极引导学生们正
确运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通过
开展座谈交流、专题辅导、心理咨询
等志愿服务活动，最大程度保护未
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帮助青少年树
立法治观念。

普法宣讲的精兵强将

调解团成员、退休老法官储春平（右）正在做当事人的工作。

周洪祥（右一）在调解一起离婚官司时坚持以12岁女儿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蒋少伟（左）在给孩子们普及法律知识。

法官风采法官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