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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变 破浪前行

学精神 谈体会

【手 记】 点亮少年迷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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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斗者风采

从挽救孩子，到教育引导孩子，再到家庭的弥合，形成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闭环。岁末年初，在连云港对董亚楠的采访中，
她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审理过的少年家事案件，言谈中都是对她帮助过的家庭、帮扶过的孩子的念念不忘。

1985年出生的董亚楠，在少年家事审判岗位深耕多年，办理的涉少、婚姻家事案件近 2000件，近五成矛盾纠纷被实质化解在审判
环节。2020年获评“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2021年被授予“江苏省三八红旗手”，2023年获评“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因工作业绩突出，董亚楠于 2024年 3月调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行政庭庭长，鉴于开发区法
院内设机构较精简，她又同时挑起该院少年家事审判工作的重任。

②②

楠，常绿乔木，木材纹理细密，质地
坚硬，富有香味。

初见董亚楠，她已经从江苏省连云
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调任连云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

采访中，她快人快语，讲述着从事少
年家事审判十余年的故事。

她说，少年审判理念要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进步，教育方式要随着未成年人
的变化而变化。要相信每个失足的孩子
都是可以挽救的。这需要在青少年的权

益受到侵害时，当好一名“战士”，及时
出现全力保卫其权益；当好一名“儿科
医生”，细心治疗呵护他们，让他们别
再次折翅；当好一名“编剧”，精心进
行“艺术创作”，比如选择一些特殊的
日子来开庭，让他感受到受审之日是
他的“重生”之日，是错误行为的终点，
也是积极生活的起点。

从事少年审判工作需要有敏锐的
洞察力，善于从细节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在相旭东等老庭长、老法官的

带领下，董亚楠办案中着重考察失足
少年平时的表现，从他交往的人、卧室
的布置、常看的书籍甚至墙上贴的海
报等入手，从细节看整体，从有形的摆
设看无形的思想世界。在与老师、家
长了解情况时，也要注意把握细节，发
现有特殊价值的信息。

不抛弃、不放弃，董亚楠用平等、
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失足少年，用捕捉
到的闪光点去温暖他们生命中“漫长
的季节”，去点亮他们迷途的人生。

2011 年 9 月 ， 怀 揣 着 对 法
官职业的憧憬，我迈入法院大
门，开启了一段十余年的未成
年人犯罪预防与妇女儿童维权
保障的征程。

十余年间，我体验过失足少
年 对 帮 教 从 抗 拒 到 接 受 的 起
落，也见证了“迷途少年”幡
然悔过圆梦大学的快乐；亲历
过 夫 妻 反 目 稚 子 无 辜 的 无 奈 ，
也被夫妻和好携手归家的温暖治
愈；感受过被家暴女性困守婚姻
的无力，也看到她们挣脱枷锁和
牢笼的勇气……我深刻地认识到
公平正义不止于厘清问题、惩恶
扬善，还包括化解矛盾、促进和
谐、修复秩序。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审 议
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 化 的 决 定》， 明 确 了 “ 健 全
保 障 妇 女 儿 童 合 法 权 益 制 度 ”
的任务要求。而此时，我再一
次根据组织安排，回到少年家
事审判的最前沿阵地。

作 为 一 名 基 层 法 院 的 法
官，我将坚守初心，以实际行
动 践 行 公 正 司 法 、 廉 洁 司 法 、
为民司法的宗旨，向社会传递
司法温暖，让无助者有助，引
悲观者前行，在切实增进社会
幸福和人民福祉的过程中，以
崭新的姿态肩负起新时代法治
建设的伟大使命。

“每个孩子都是可挽救的”

2011 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设 立 了 少 年 家 事 审 判 庭 ，
负责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刚
刚研究生毕业的董亚楠被分配到这
个庭，协助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审
判工作。

16 岁的小陈来自一个缺少爱的
家庭。小陈家在连云港某县，父母
常年在广东打工，小陈由爷爷奶奶
带大，直到初中才和爷爷奶奶搬到
县城居住。在新环境中缺乏安全感
的小陈，心理自卑，总想着做些什
么证明自己不是“乡下土包子”。

2014 年 6 月的一天，同学之间发
生纠纷，邀约他“帮忙架势”，小陈欣
然前往。这天夜里，这场纠纷演变成
社会力量参与的聚众斗殴，小陈因涉
嫌聚众斗殴犯罪被羁押候审。

然而，这时小陈的父母都没有
回来看他一眼。

小陈在看守所期间，董亚楠多次
给小陈远在广东的父母打电话，希望
他们回来看看孩子，劝导孩子。小陈
的父母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回复：“回
来火车票好多钱呢。回来能给娃减
刑不？回来就能改好了？”

连云港某看守所里，觉得被抛
弃，前途一片灰暗的小陈情绪极不
稳定，不服管教，看守所工作人员
多次打电话告诉董亚楠：“这就是个
刺头！还打别的孩子，别的孩子都
被带坏了！”

“这是我当年作为见习助理审判
员办的第一个刑事案件。面对小陈
的状态，说实话，后面的工作我很纠
结该怎么做，包括要不要开庭，要不
要坚持他父母到场。”董亚楠回忆。

“一定要让孩子父母来看看他。
对缺少关爱的少年犯，开庭往往是
他的重生之日。”一起分析案情时，
老庭长相旭东为董亚楠指明了方向。

“小陈的悲剧很大一部分因为亲
情的缺失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开庭
时 让 他 们 听 听 孩 子 这 些 年 的 经 历 ，
唤起父子母子感情，也许就是拯救
孩子的最后一线生机！”相旭东告诉
董亚楠。

2014 年的冬天，匆匆赶回的小
陈的父母看到戴着手铐、穿着破旧
冬衣的小陈，瞬间“破防”。

“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回忆起
当年开庭前的这一幕，江苏顺维律
师事务所律师张龙印象深刻，“当时
我刚工作，在律所干实习助理，没
见过这一幕，也在一旁跟着哭。”

“前面不理解，为什么董法官要
求一定要开庭审理，原来开庭就是
要让小陈见到父母。这个案子也让
我认识到办案不能仅从法理，还要
从情理、根源上解决问题，这个孩
子的绝望根源就是极度缺爱。”

“回想当年，16 岁的小陈就像一
匹即将冲下悬崖的烈马，他遇到董法
官、相庭长真的是很幸运。”张龙说。

让 董 亚 楠 更 为 高 兴 的 是 ， 庭
审 后 ， 小 陈 脸 上 有 了 光 ， 积 极 投
入改造 。

“还是看守所那个管教，打电话
给 我 不 是 告 状 了 ， 几 乎 天 天 报 喜 ，
说小陈像变了个人，现在不仅自己
不 惹 事 ， 还 帮 着 管 理 监 区 的 孩 子 ，
表现非常好！”

自此，董亚楠更加坚信，每个
孩子都是可以挽救的。

在相庭长的带领下，庭里
做了三张调查表，分别是对未

成年人本人的调查表和对
家 长 、 对 未 成 年 人

所 处 社 会 环 境
的 调 查

表。通过这三个表，推演出孩子的
成 长 史 ， 找 出 犯 罪 的 主 客 观 原 因 、
审理及后期帮教的着力点。

让相旭东印象深刻的是，每次
这样的调研走访，董亚楠都做得很
扎实。“比如，她会深入到每个孩子
的 家 庭 ， 走 进 孩 子 曾 经 住 过 的 房
间，去观察桌上摆的是什么，墙上
贴的挂的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望闻
问切来对症下药。”

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以来，董亚
楠 参 与 审 理 涉 少 刑 事 审 判 案 件 142
件 ，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397 人 ； 针 对 父
母犯罪案件的未成年人、判处非监
禁刑的未成年人开展了 20 余次帮教
工 作 ， 涉 及 人 数 500 余 人 。 走 进 校
园、社区等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宣传 70 余次，涉及听课群众、师生
3 万人次。

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正是连
云港一代代少年审判法官传承的爱
心、细心、耐心、恒心，推动连云
港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数占当地犯罪
人数的比例逐年下降，未成年人重
复 犯 罪 率 逐 年 降 低 ， 连 续 多 年 为
零，非监禁刑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喜
报频传。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从 办 理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案 件 开
始，董亚楠对一个家庭和谐、幸福
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开
始关注婚姻家事纠纷，关注妇女儿
童权益保护。

2013 年开始，通过一个个家长
里短纠纷的解决，她逐步成长为家
事审判的行家里手。

王某与妻子刘某离婚纠纷案有
三个关键词：“90 后”夫妻、性别歧
视、家族矛盾。

2020 年 11 月，一审法院判决王
某与刘某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归刘
某，并就财产分割进行了判决，刘
某不服财产分割判决，上诉至连云
港中院。

案件还没分到手，董亚楠便接
到一审承办法官的电话：“一审时小
夫妻不仅在庭外大打出手，两家人
也发生了斗殴，要多加防范。”

案情并不复杂，男女双方的家
庭在当地都比较有名望，鉴于结婚
时二胎政策尚未实施，肚子里孩子
的性别成为男方家最为看重的。事
与 愿 违 的 是 ， 第 一 胎 生 的 是 女 孩 ，
女 方 与 男 方 、 与 公 婆 家 渐 生 嫌 隙 ，
三天两头吵架，两夫妻的矛盾逐渐
演变成两个大家庭、两个大家族的
矛盾。

二审开庭前，董亚楠做了大量
预案，包括明确告知两人，要想把
问题有效解决，两个家族不能多人
前来等。

庭间却再生波折。财产分割明
确 后 ，两 人 对 女 儿 的 抚 养 权 争 执 不
下。刘某认为女儿是自己千辛万苦
生的养的，一定要由自己抚养并改姓
刘。王某对刘某这两个要求坚决不
同意，两人都坚决表示不接受调解。

一场几乎可以尘埃落定的离婚
纠纷由于争议焦点的变化，变成了
更为难解的抚养权纠纷。

不 愿 意 希 望 的 曙 光 就 此 熄 灭 ，
庭后，董亚楠不仅自己尝试上门调
解，还搬来救兵，拉着妇联和居委
会的同志一起上门做双方工作。

“每次去，两边都是一堆亲戚冲
着 我 一 顿 输 出 ， 核 心 就 是 一 句 话 ，
只要孩子，其他都好说！”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董亚楠苦笑着摇摇头。

这 段 时 间 一 审 法 院 又 打 来 电
话，原来，王家直接跑去女方家抢
孩子，女方家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战火愈演愈烈，案子不能再这样
拖下去了。董亚楠决定还是从刘某入
手加强沟通。

有时候电话通了就被挂掉，有时
候刘某不断倾诉婚姻中的委屈。董亚
楠 总 是 锲 而 不 舍 、 耐 心 倾 听 。 那 天 ，
电话接通后，董亚楠听到电话里有医
院叫号声。

董 亚 楠 赶 紧 问 对 方 ，“ 你 在 哪
里？”刘某说：“闺女病了，现在没空
说话。”便挂了电话。

“我琢磨了下，离小刘最近的就是
市 妇 幼 医 院 ， 母 女 俩 十 有 八 九 在 那 ，
就匆匆买点慰问品跑过去了。” 董亚
楠 回 忆 起 这 个 电 话 给 案 件 带 来 的 转
机，“小刘看到我很惊讶，没等我开口
就说，谢谢法官，孩子没什么事。小
刘开始相信我，接受我的调解，愿意
和男方谈抚养权的事了。”

这一次调解，董亚楠没有要求回
避双方族人，而是对着满屋子的人进
行普法。

她 拿 出 了 提 前 制 作 的 PPT， 列 举
出几个典型的离婚案件，分析涉少刑
事案件，摆出数据和案例后，双方家
族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关注重心由
此前的斗气变为孩子今后如何更好地
成长。

趁 热 打 铁 。 在 法 庭 进 一 步 劝 导
下 ， 双 方 最 终 决 定 女 儿 由 刘 某 抚 养 ，
但不改姓，双方共担女儿的教育医疗
等费用，在不妨碍女儿生活学习前提
下，王某有权随时探望孩子……为了
给孩子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两个家
族终于和解了。

“这个案子妥善解决了，后续没有
出现结怨、再起纠纷。很佩服董法官
的办案韧劲和方法！”连云港市妇联权
益部部长郑欣华说。

2013 年以来，董亚楠参与审理家
事案件 1506 件，主审 545 件，调撤率
达 44.02%。

“别问她们为什么沉默”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近些年，屡屡有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的 新 闻 出 现 ，北 大 女 学 生 被 恋 人 PUA
自杀事件，网红拉姆被前夫汽油焚烧事
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但
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往往在遭受
家庭暴力后选择隐忍不发，直到承受不
住才选择曝光或者离开。

2010 年，董亚楠研究生二年级暑
假在连云港赣榆区人民法院石桥人民
法庭实习时，旁听的一个离婚案件带
给她很大触动。男方是海员，坚决要
求 离 婚 ； 女 方 常 年 务 农 ， 瘦 瘦 小 小 ，
坚决不同意离婚。

庭后，董亚楠拉开女方的衣袖看
见，手臂上新伤摞着旧伤，惨不忍睹。

“为什么还要忍他，为什么不和他
离呢？”董亚楠痛心地问着眼前这个仓
皇失措的女人。

“不能离啊，离了回娘家，娘家也
不认俺……”

这一幕，这个用“忍”来对待家

暴的女性，绝望的眼神牢牢地刻在董
亚楠脑海里。在成为少年家事审判庭
法官后，董亚楠对家暴案件尤为关注。

孙某起诉离婚案件，其根源是其
丈夫胜某出轨且存在家暴行为。 2019
年孙某提出离婚，胜某坚决不同意。

为 避 免 再 遭 家 暴 ， 孙 某 离 家 未
归，半年后再次起诉，并提交了男方
出轨、家暴的证据。男方未到庭，法
院依法判决准予离婚，并将婚生子判
由孙某抚养。

一审判决后，胜某上诉，以孙某
2019 年后离家出走未归，没有家庭观
念 和 责 任 感 ， 不 符 合 孩 子 抚 养 条 件 ，
要求改判婚生子归胜某抚养。

“‘家暴’是判断夫妻感情破裂
的标准，对于‘家暴还有理’的人绝
对不能姑息！”董亚楠慎重考虑了男方
提出的女方离婚出走、婚生子脱离母
亲 直 接 抚 养 这 一 问 题 ， 她 认 为 ，“ 在
2019 年至第二次诉讼期间，女方没有
回 家 ， 其 背 后 的 原 因 是 男 方 婚 内 出
轨、家暴导致。这一情况下，显然不
能 苛 求 女 方 在 鼓 足 勇 气 对 男 方 说

‘不’后，再要求她返回那个威胁她人
身安全的家。”

考虑到孩子尚在幼年，在女方有
抚养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按照最有
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董亚楠维持
了一审判决。

“一个遭遇家暴的女性需要尝试多
次才能彻底离开加害人。全国妇联第
三次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受害人在选
择 报 警 前 ， 平 均 要 遭 受 35 次 家 庭 侵
害。当一个女性对家暴能够说‘不’，
表现出独立和觉醒时，司法工作者应
该去支持她。”董亚楠目光坚定。

2021 年 8 月 ， 为 提 高 行 政 争 议 实
质化解工作质效，董亚楠被任命为连
云港中院行政庭副庭长，她将少年家
事审判条线重视调解、善于擅长做群
众 工 作 的 作 风 带 到 了 新 的 岗 位 中 。
2023 年，连云港中院行政庭行政案件
二审服判息诉率位居全省第一。 2024
年初，连云港法院推行上下级法院交
流任职，董亚楠交流到连云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法院任行政庭庭长，负责行
政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同时负责婚
姻家事案件的办理，再次回到她热爱
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最前沿。

“在审视家暴受害人应对家暴的努
力时，不要遗忘那些她控制力之外的
不确定因素，如被求助者反应、社会
评价、司法应对和她求救失败可能面
临的危险。当家暴发生时，别问她们
为什么沉默，问问我们还可以做些什
么。”董亚楠说。

图①：董亚楠为“模拟法庭”开
展庭前指导。

图②：董亚楠组织当事人及相关
部 门 查 看 案 件 现 场 并 就 地 协 调 化 解
纠纷。

图③：董亚楠为困境青少年群体
及相关社会工作者做专题宣讲。

图④：国家宪法日活动中，董亚
楠向参观小记者团做现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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