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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众 的 认 可 是 最 大 欣 慰 ”
——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速裁法官郑吉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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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见 郑 吉 喆 ， 小 板 寸 、 娃 娃 脸 、
白衬衫的组合，不禁让人联想起校园
里挥斥方遒的热血青年。初次代理案
件时的奋勇一搏，仿佛命中注定的邂
逅，让法治信仰照进了这位东北“大
男孩”的心中。

扎根审判一线十余年，鬓角隐隐生
出银色，技巧日渐老练，判起案子却更
加审慎。在郑吉喆看来，作为二审法
官，判决书中的“终审判决”四个字重
如千斤，必须多想一些。

“对于法律，群众有着最朴素的
情感期待。每份判决书都是对民生的
答卷，容不得半点差错。”

“在审判工作中走得更远点，就
离当事人的公正需求更近些。定分
止争，要与老百姓心中的‘秤’同
频共振。”

全国首例“隐形加班”案、“史
上最贵的退一赔三”案，这些曾经上
热搜的案件都有着近似的开头——不
利结局看起来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当事人实则有苦难言，无从申辩。
查得再细点，思考得再深些，带

着老百姓期待的注视，办公室的灯光
映照过一次次推倒重来的判决，望京
街角的末班地铁记录下一回回疲惫晚
归的脚步。倾情付出之后，结局被青
年法官一一改写，最终案结事了。

“选择法院，大约是个不错的职
业选择。”许多年后，学校小酒馆旁
的风景变了又变。阅过人间喜乐、善
恶美丑，那双清澈的双眼依然如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一名
民商事速裁法官，要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始终站
稳人民立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
新期待。

我要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妥
善处理好各类民商事案件，让司法
裁判“文本法”的适用符合人民群
众感受的“内心法”。要不断提升
自身业务能力，大力提升审判效
率，让人民群众期盼的公正准时到
达。要树立“办理典型一案，促进
解决一片”的理念，加强对各类新
类型案件的研究，主动向有关部门
提出司法建议，切实从源头上减少
案件的发生，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
之区贡献力量。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公司如果有能力但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的，可以
追究刑事责任……”深吸一口气，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速裁法官郑吉喆第20次拨通了涉案公司的电话。

“尾号 0394卡，1月 31日 15时 27分，收入 33429元。”几天后，熙熙攘攘的列车过道上，53岁的农民吴天喜掏
出手机，把短信看了又看。

从仲裁到二审前夕，纠纷持续一年多，而在北京三中院立案不到一周，吴天喜走的这条曾被许多人认为是
遥遥无期的讨薪之路，在郑吉喆这里画上了句号。从事民商事审判 14年来，郑吉喆主审案件 4000余件，先后三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办理的案件曾获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全国法院
百场优秀庭审等。

“如我在诉”，情同此心。“群众到法院解决问题，是出于心底的信任和期待。身穿法袍，手持法槌，就要理解
他们打官司的煎熬和压力。”郑吉喆说，“群众的肯定与认可，始终是最大的鞭策和鼓励，也是我最欣慰的。作为
一名普通的人民法官，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在数字经济浪潮、低碳发展战略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关系所处的环
境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包分
包、线上加班等新业态也成为老百姓关
注的焦点。面对相关案件，如何判？是
与非？宽或严？这是人民法院需要面对
和思考的新问题。

在郑吉喆审理的一起劳动争议二审
案件中，李某主张自己在下班后利用微信
工作，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而一审法院
认为，李某与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
不定时工作制，因此驳回了相关请求。

劳动者随时随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
工作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此前却没有法
院在判决中认可“隐形加班”问题。对郑
吉喆而言，依据以往判例对一审结果进
行维持，并无错漏。

近 50 个工作微信群的截屏；2 分钟
内对客户需求进行实质性答复；深夜被
要求微信开会、被布置工作……仔细核
对证据后，当事人的遭遇刺痛了他的心，

“劳动者付出了大量劳动，将心比心，法
院如果不支持他们的合理诉求，换作我
们是劳动者，也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吃透”“拿准”案件，郑吉喆反
复研究聊天记录和用工合同，查阅了大
量文章，不仅通过调查发现公司的不定
时工作制并未经过审批，还从法理方面
肯定了李某付出的劳动，酌定公司支付
李某加班费 3万元。

这起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
“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后来获评新时代
推动法治进程 2023年度十大案件。

就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
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选编”，这起
案例再次入选。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新问题也不断涌现，
在郑吉喆看来，法官在依法行使自由裁
量权时，必须保持“人民的心”，这也是自
己始终秉持的底线。“在法律框架内追求

最佳审判效果，让司法裁判真正符合人
民群众普遍的、朴素的感受，让公平正义
可预期、看得见、有温度”。

深夜时分，夜幕下的北京望京地区
一隅，郑吉喆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透出
温暖的灯光。将修改好的判决书发送给
法 官 助 理 后 ，他 终 于 完 成 了 一 天 的 工
作。在办公桌的一角，一面被认真叠好
的新锦旗格外显眼——“急民所急勇办
利民之事 维护百姓工作生活权益”。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新中国第一台车床、第一架喷
气式飞机、第一台 18 马力蒸汽拖拉
机……说起故乡沈阳，在浑河边长
大的郑吉喆如数家珍。自打记事
起，一次次考场“第一”，也让他早早
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谈到单纯而充实的少年时光，
郑吉喆坦言，在“两点一线”的生活
中，一档直播庭审电视栏目始终是
自己的保留休闲项目。荧屏方寸之
间，定分止争、庄严宣判的画面震撼
了年少的郑吉喆，也在他心里播下
了向往法治的种子。

2003 年，挤过独木桥，郑吉喆
如愿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在这座中

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他就像海
绵一样奋力汲取营养。有时候，几
个典型案例也能让这位年轻学子在
图书馆待上半日，只为求索其中的
法理哲思。

“一位佝着背的大叔，来回转了
几次，走进来问能不能帮忙看看案
子。”时至今日，郑吉喆仍然对初见余
国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正是校园法
律诊所的这次实践，奠定了他的人生
选择。

在一起幼童因玩耍打闹不幸受
伤的纠纷中，一审法院判决参与孩

童共同承担责任。而在这位老实巴
交的农民看来，孩子并没有导致他
人受伤的行为，赔偿金对贫困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没钱请律师，能不能请你
们代理上诉？”让郑吉喆没有想到，
听了他一番头头是道的释法析理
后，余国平竟会向他发出邀请。请
学 生 当 代 理 ，在 当 时 还 是 件 新 鲜
事。看着余国平无助却期待的双
眼，郑吉喆思虑再三，点了点头。

没日没夜地精心准备仿佛给时
间按下了加速键。开庭这天，法官的

友善耐心将郑吉喆的忐忑一扫而空。
补充证据、还原细节、陈述依据，近 2个
小时的庭审结束后，初入法庭的学生仿
佛被抽空了力气，久久没有起身。

“小郑，咱们赢了！”几个星期后，
好消息来了。那一夜，在学校旁的小
饭馆里，余国平就着最便宜的白酒，将
感谢说了一遍又一遍。当热辣的液体
从郑吉喆的喉间穿过时，一个想法扎
下了根——法官，也许是个不错的职
业选择。

“那一次，在法庭上查明事实，为群
众纾困解难，从书本照进了现实。零距
离感受法官让正义一锤定音，我打心底
里觉得羡慕。”郑吉喆说。

初入法庭 法律从书本走进现实

研究生毕业后，郑吉喆过五关斩
六将，成功考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而他惊讶地发现，带教师父竟
然就是余国平案件的主审法官。来
不及感慨“命运的安排”，初出茅庐的
法官助理一头扎进了法院工作中。

单位距离住地只有十几分钟的
路程，郑吉喆却仿佛把家安在了办
公室。联系当事人、整卷、归档……
每次工作到后半夜，他总是选择倒
头就睡，第二天一早又接着投入战
斗，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然而，从“象牙塔”到司法一线，
挑战总是不期而至。在一起相邻关
系纠纷中，数十户学区房业主因学
校运动场馆饱受噪声之苦，起诉到
法院要求拆除。

一边是缺乏运动场所的孩子，
另一边是不堪其扰的业主。简单下
判省时省力，可不单结果不尽如人
意，还会加深矛盾，埋下隐患。调解
无疑是最佳解决方式，但需要说服

的不光是学校，还有早已怨声载道
的数十户业主。

“学校已经承诺会全力降低噪声
影响。”“针对您的损失，学校会给予合
理赔偿。”“您的孩子将来也要在这儿
念书，运动场馆确实不可或缺。”……

那些日子，郑吉喆一户户走访，
踏遍了小区的每条小道。一回回遭
受白眼，一次次嗓子喑哑，汗水每每
浸 湿 衣 衫 ，换 来 了 业 主 的 集 体 认
可。调解结束几个月后，透明隔
音墙拔地而起，为矛盾画上了
休止符。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虽然法律是严肃抽象的，
但司法实践可以是具体
灵活的。这是郑吉喆提
到最多的办案经验。同事
们都知道，他总会选择在周
末进行调解，因为这既不打扰

当事人的正常工作，又能给交流提
供充足时间。

在一起医疗事故纠纷中，73 岁
的当事人坚持己见，与医院发生多
轮冲突，还数次上访。就在其他人
认为案件会陷入僵局时，一次 3 个
小时的通话却带来了转机。

“您看，鉴定机构也认定医院只
承担轻微责任。”“这样拖下去不仅

会增加您的诉累，也达不到您想要的
结果……”聆听、安抚、劝慰，郑吉喆一
点点打开老人的心结，也为案件顺利
调解打下了基础。

“白加黑”“5+2”的那段日子，郑
吉 喆 参 与 的 案 件 调 撤 率 能 接 近
40%。他说，裁判是否公正，“感受”的
主体只能是群众。“如我在诉”，就要
紧盯百姓所思所想所难，有的放矢，
把工作做进群众心坎儿上，才能获得
理解与支持，更好地实现案结事了。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日
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2013 年，北
京三中院正式成立。历经层层选
拔，郑吉喆作为骨干，加入了这家
年轻的法院。新环境、新实践，围
绕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青年法官
开始了全新探索。

“ 天 地 良 心 ， 我 真 是 被 坑 惨
了 。” 购 买 价 值 520 万 元 的 “ 新 ”
劳斯莱斯不到一年，车主贾某就在
车辆保养时被告知，车辆里程数被
人为调过。因为笃定自己买到了二
手车，贾某一怒之下诉至法院，却
在一审时因证据不足而败诉。

车辆使用已久，虽然里程数被
修改，但并不足以证明经销商将二
手车伪装成新车出售。郑吉喆知
道，如果继续之前的审理思路，只
会陷入“证据不充足、指控不成
立”的死循环。难道，案件只能以
维持作为终点？

对证据进行几轮梳理后，一张
不起眼的单据出现在郑吉喆的视野
中。在贾某购车前，车辆购置税已
经被经销商缴纳。为什么经销商会
凭空替顾客缴纳数十万元的税费？
不合常理的操作成为了突破口。

通过主动向车辆进口商发函问
询，郑吉喆获得了明确回复，涉诉
车辆此前是一辆进口商准备自用的
活动用车，已经行驶接近 5000 公
里。最终，法庭认定欺诈事实，按
照购买金额的三倍作出了惩罚性赔
偿判决。

这起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贵的
退一赔三”案件被中国法 学 会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评为当年

“3·15”年度案例，有力地震慑了不
法商家。郑吉喆坦言，法院是维护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能
出现黑白颠倒的情况。

健身馆购买健身器材遭遇“飞
单”，咖啡店作为供货商面临数百万
元的天降债务，这是郑吉喆接手的
另一起商业合同纠纷。流程完备，
证据充分，案件“铁证如山”，似乎只
待法官一锤定音。

然而，健身馆为什么会耗费巨
资从咖啡店购买健身器材？心中
的疑问久久不散，郑吉喆感到，案
件绝不能一判了之。认真核查证
据后，他发现款项支付只有银行贷
款，而且转账后即被咖啡馆的总监
转至私人账户，甚至还帮着健身馆
一起还贷。

面对买卖报价单中报价远高于
实际，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事
实，健身馆在接受询问时闪烁其
词，难以自圆其说。原来，合同竟
然是咖啡店的财务总监瞒着东家与
健身馆私下签订的，目标直指银行
贷款，一场骗局水落石出。

小案精办，不轻视每一起案
件，对每年审理近千件案件的郑吉
喆来说，这个选择就意味着更多的
付出和家庭角色的缺席。为什么总
给自己找麻烦？同样的问题，不仅
出自同事，甚至同在法院工作的妻
子也会在忍无可忍时抱怨一句。然
而，在郑吉喆看来，心中的天平绝
不能被辜负。无论案件大小，法官
都必须有最后把关人的底气。从扑
朔迷离的案件中探寻真相，往往只
需要再往前一步。

小案精办 不怕给自己找麻烦 急民所急 勇办利民之事

郑 吉 喆 参
与 录 制 《民 法
典 通 解 通 读》
节目。
刘青青 摄

郑吉喆
在调解。
刘青青 摄

郑吉喆宣判一起民事
纠纷。

马国强 摄

▶ 郑 吉 喆 在
为群众普法答疑。

崔永明 摄

▲ 郑吉喆就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法
庭询问。

刘青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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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诉” 工作做到百姓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