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7日 星期一 第五版 《采风周刊》第648期 周刊部主办

办好群众“心上事”解开群众“心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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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一杆秤”
——记全国模范法官、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巴音那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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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斗者风采

“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戈壁少人烟，风吹石头跑……”这里是内蒙古西北边

陲，荒漠的戈壁滩，天旱少雨，植被稀疏，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极为恶劣。夏天，太阳

火辣辣地炙烤着，戈壁滩上温度达到 40摄氏度以上，酷暑难耐。冬天，这里最冷时气温

达到零下 40摄氏度，即使是穿着厚棉衣棉裤，也冻得直打哆嗦。遇上大风、沙尘暴，戈

壁滩上飞沙走石，昏天黑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牧区人民法庭庭长巴音那木拉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4年。

34年来，巴音那木拉让牧区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他被牧民称为草原上的

“一杆秤”。34年来，巴音那木拉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茫茫戈壁和广袤草原，他在戈

壁滩上留下的脚印，已经开出一簇簇顽强的马莲。

34 年如一日，坚守在偏远广袤的牧
区，巴音那木拉的足迹踏遍 2 万多平方
公里的草原。

扎 根 边 境 牧 区 34 年 ，巴 音 那 木 拉
不辞辛苦走访，静下心来倾听，将心比
心沟通，真正让牧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我是牧民的孩子，群众的需求就
是我的目标，我要努力把工作做得再好
一点！”巴音那木拉说。

巴音那木拉始终牢记司法为民的初

心，结合边境地区交通不便的实际和少
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在牧区人民法庭设
置了“牧人茶室”“牧人之家”，为往来群
众提供食宿便利，用心用情传递司法温
暖。他的无私奉献和实实在在的举措
受到牧区群众的一致赞誉，当地牧民热
情的称赞他是草原上的“一杆秤”。

对于巴音那木拉来说，法律不仅
是冰冷的条文，更是温暖的调解剂，能
够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在工作
中，面对因土地纠纷而怒目相视的邻

里、因财产分割而亲情破裂的家庭、因
合同违约而陷入困境的商户，他始终
秉持案结事了人和理念，将调解工作
贯穿于案件办理全过程，认真倾听双
方的诉求，理解他们的立场，寻找利益
的平衡点，引导双方当事人走向和解
的道路。近年来，他审结的 1000 余件
民事案件，90%以上案件以调撤的方
式结案，无超审限、无上访缠诉，始终
保持零失误、零差错。他带领小小的
牧区人民法庭，维护了一方安宁。

法官的工作，看似平凡，却
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意义。在基
层法庭工作的 34 年，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办好群众
的“心上事”，解开群众的“心头
结”，实质性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作为牧区人民法庭庭长，我负
责审理的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
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以及借贷等行
为引发的纠纷。面对这样的案子，
我始终坚持调解优先，静下心来倾
听，将心比心沟通，引导双方握手言
和。当看到原本剑拔弩张的当事
人，在我的努力下心平气和地协商
解决问题，那一刻，内心的成就感油

然而生，即使再忙再累，也感觉很值
得，内心无比充盈。每当案结事了，
当事人发自内心的一句句感谢、一
张张绽放的笑脸，我觉得是群众对
我最好的褒奖，不断激励着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作为一名牧区法官，我将继续坚守
为民初心，不忘职责使命，以争创

“枫桥式人民法庭”为抓手，主动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把“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的“枫桥经验”坚持好、贯彻
好，努力为绘就乌拉特后旗基层社
会治理新“枫”景贡献我的力量。

不畏艰辛 不辞辛苦

巴音那木拉生在牧区、长在牧区，是
地地道道牧民的儿子，他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我是草原的儿子，我的根在草
原。”1991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巴音
那木拉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牧区法庭。

乌拉特后旗牧区法庭辖区面积
20407平方公里，人口 1.7万人，管辖区
域包括潮格温都尔镇、巴音前达门苏木
和获各琦苏木一镇两苏木 26个嘎查，边
境线长近 195公里。面积之大、居住分
散，全国少有；气候多变、路途遥远，众
所周知。作为一名牧区法官，除了要适
应艰苦的气候环境之外，还要应对艰难
的交通条件。对于巴音那木拉来说，早
晨天还没亮出发，晚上披星戴月回家，
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为了解决牧民的法律问题，再陡
的坡我们也要爬，再烂的路也要走，再
远的地方也得去。组织信任我们，牧民
需要我们，我们头上顶的是宪法赋予的
使命，肩上扛着那份责任和担当。”巴音
那木拉用心地研究乌拉特后旗交通路
线图，并详细记录辖区地形地貌、公路
便道、敖包河槽、牧户方位等资料，在心
里绘制出一幅详尽的地图。久而久之，
他对戈壁草原上每一条河槽、每一座山
川都了然于胸。作为牧区的“活地图”，
乌拉特后旗法院的同事们自然没少找
他帮忙，每当有案件涉及他的辖区及牧
户，他总是热心、耐心、细心地提供帮
助。“他总能用最短的时间，走最短的路
程，最快地找到当事人。”这是多年来巴
音那木拉的同事们给予他的评价。

然而在牧区，最短的路程则也是几
十、甚至上百公里。

2012年冬天，巴音那木拉和同事因
一起借贷纠纷案件，到获各琦苏木找一

名当事人。因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有偏
差，跑了近 200 公里山路都没有找到。
晚上返程途中，车的两条轮胎先后爆
胎。茫茫戈壁，他们只能靠着两条腿走
回去。凌晨 3时回到法庭时，他们的手
脚早已冻得僵硬麻木。第二天，迎着大
风沙尘，他们没有休息，继续奔波。终
于在另一个苏木嘎查找到了当事人。
通过询问，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使得
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

风霜雨雪中，巴音那木拉从没有抱
怨过。他总是说：“我是牧民的儿子，这
点苦不算什么。”

热心耐心 亲民爱民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层法官，巴音那
木拉早已和这里的群众融为一体，辖区
里的群众遇到大事小情都愿意和他说
说，听听他的意见，请他评评理。遇到
矛盾纠纷，如果能调解的，哪怕只有百
分之一的可能，巴音那木拉都会做出百
分之百的努力。即便不能挽回的，他也
细致入微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防止矛
盾激化。

一位住在获各琦苏木的 70多岁的
老额吉（老妈妈），花了近 20万元盖了一
栋房子。房子建成后，正在喜迁新居的
时候，却意外收到一纸诉状，诉称她把
房子建在了邻居的草场上。巴音那木
拉把两家当事人叫到一起的时候，双方
情绪都很激动，吵得不可开交。原告坚
持拆房子，恢复草场，被告及几个子女
威胁恐吓原告，双方互不相让。

巴音那木拉在认真审查相关证据、
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庭前调
解。调解中，巴音那木拉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依据相关法律，采取一对一方
式，和风细雨地化解双方对立情绪。双
方情绪缓和后，他又鼓励双方换位思

考，最终提出用草场置换的方案解决纠
纷。在当地苏木政府和草监部门的共同
劝说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既避免
了老额吉的损失，又维护了原告的权益。

巴音那木拉把牧民当亲人，把牧民
的事当自己的事。2017 年，乌拉特草原
遭受特大旱灾，随之而来的是牧民不惜
低价卖骆驼和羊。巴音那木拉在边境牧
区办案时，遇到了骗子收购牲畜时用假
币骗牧民。巴音那木拉和同事一边报
警，一边驱车狂追骗子 3 个小时，把骗子
截下，成功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 6000 多
元。还有一次，修路企业的大车司机把
废料废渣随意乱卸乱倒，破坏了草场，牧
民群众与工地上的工人剑拔弩张，群殴
在即。巴音那木拉及时赶到，现场劝阻，
并以草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向施工企业
通晓利弊，也给牧民群众撑腰打气。通
过在施工工地现场说法，双方最终达成
调解，清理破坏的草场，并适当给牧民补
偿，化解了纠纷，也确保了工程进度。

牧区地广人稀，交通极为不便，在办
案中，当事人到法庭参加诉讼，因路途遥
远当日不能往返，这给牧民造成了很大的
不便。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巴音那木拉
把法庭办公场所旁边的空房子收拾出来，
设立了“牧人茶室”“牧人之家”，为牧民群
众提供食宿便利。除此之外，巡回法庭还
设立了“军人之家”，为出差的边防干警提
供食宿便利，为边防官兵提供力所能及的
服务。这些实实在在的司法便民举措，得
到了牧民群众和边防军人的一致好评。

说起巴音那木拉，牧民的眼睛里满是
感激和称赞。这个憨厚质朴、不善言辞的
蒙古族汉子，一心一意为牧民维权，时时
刻刻为牧民利益着想的法官赢得了大家
的认可，牧民把巴音那木拉当成了他们中
的一分子。在乌拉特草原上，不管年龄大
小，人们见了巴音那木拉都会叫一声“木
儿哥”，还有一些老人见面会说：“赛呼(好
儿子)，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

一心为民 用心办案

2017 年 8 月，父母双亡、正在上大学
的萨日娜学费还没有着落，她手里一张母
亲去世前留给她的 6万元的借据成了她所
有的财产。万般无奈之下，萨日娜找到了
巴音那木拉。

巴音那木拉第一时间对这起案件进
行了调查，结果却让他为难了：当时的被
告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根本无力偿还
这笔借款。

一连几天，巴音那木拉白天晚上都
在琢磨这件事，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可行
的调解方案：给被告找一家饭馆打工，以
工资形式偿还债务。但被告自由惯了，
不愿意去饭馆打工。巴音那木拉开始苦
口 婆 心 地 给 被 告 做 工 作 ，讲 做 人 的 道
理。终于被告被他的耐心感化，答应去
上班。这时饭馆老板又犹豫了，怕被告

干不下来，自己“人财两空”，巴音那木拉
又不厌其烦地做饭馆老板的工作。最
终，这起案件有了皆大欢喜的结果：饭馆
老板分两年两次提前支付了被告 6 万元
工资，拿到这笔钱，萨日娜顺利完成了大
学学业。而树立起生活信心的被告，在
饭馆干了几年后，自己开了个火锅店，娶
妻生子，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一件案子，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巴音那木拉承办的案件，大多是离

婚、邻里矛盾、民间借贷、草牧场纠纷等民
事案件。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他总是用足
了心思，不仅想方设法化解矛盾纠纷，还
竭尽全力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因为他了
解牧民，真正走进牧民的心里，他办理的
案件，90%以上都以调解或撤诉的方式结
案，是全院出了名的调解能手。

“一个法官一生中可能会审理几千件
案子，但作为当事人一辈子可能就只打一
次官司。如果在这唯一的一次打官司中受
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有可能在他们心中
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痕。”巴音那木拉说。

勤学善思 以身作则

“做好工作仅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
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巴
音那木拉深知这一点，因此不断学习，提
升能力，就成了他永不放松的追求。

“爱学习”和“善思考”始终是巴音那
木拉身上最显眼的标签。他一有时间就
认真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各
项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断
积累，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所审结的民事案
件，无超审限、无上访缠诉，一直保持零失
误、零差错，办案质量和效率位居全院前
列，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法院以党员教
育、管理、监督、服务相结合，增强党员教
育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打造“政
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
作风过硬”五个过硬法院队伍，开展了“十
星级”共产党员管理创建活动。

成为“十星级党员”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获得 5颗基础星需要通过 20项具体
指标和考核标准，要获得 5颗创优星，则要
通过 30项具体指标和考核标准。乌拉特
后旗法院参加评选的 42名党员中，唯一的

“十星级”共产党员就是巴音那木拉。
作为乌拉特后旗法院唯一的“十星

级”共产党员，巴音那木拉起到了榜样作
用，他以身作则激发全体党员先锋模范意
识和行动自觉，在全院干警中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不论是审判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
中，巴音那木拉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
牢固树立底线和红线意识，做到“三不
做”：违反纪律的事坚决不做、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事坚决不做、损害群众合法权
益的事坚决不做。并以这样一个标准严

警车陷入雪中警车陷入雪中，，巴音那木拉下车检查巴音那木拉下车检查。。

巴音那木拉到牧民家中巡回开庭巴音那木拉到牧民家中巡回开庭。。 巴音那木拉利用牧民社员大会进行普法活动巴音那木拉利用牧民社员大会进行普法活动。。

巴音那木拉在党员支部会上巴音那木拉在党员支部会上。。

巴音那木拉向当事人送达文书巴音那木拉向当事人送达文书。。

牧区法庭的牧人茶室内牧区法庭的牧人茶室内，，巴音那木拉主持调解巴音那木拉主持调解。。

格要求法庭的所有干警。2020 年，他
的一名亲属涉及一起刑事案件，家里
人都希望他能从中说说情，减轻点处
罚。他却主动回避此案，并果断地表
示坚决不打招呼。

对牧民的热心和对公正的执着，让
巴音那木拉赢得了牧民的尊敬，也赢得
了上级的肯定。2018年、2019年，他被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区
法院办案标兵”“全区优秀法官”；2021
年度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先
进个人”“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

人”、被内蒙古自治区授予“政法系统先
进个人”；2022年度被内蒙古高院授予
全区法院“担当作为好干警”；2023年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等单位授予他

“全区十佳法治人物”称号；近日，又被
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模范法官”。

参加工作 30 多年来，巴音那木拉
从未离开荒凉的乌拉特戈壁草原。每
年数万公里的行程，巴音那木拉一走就
是 34年。而且，他还要走下去。他像一
匹坚韧不拔的骆驼，在茫茫戈壁滩上，
昂着头，迎着风，不知疲倦地前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