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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人生的缝隙，凿成了窗
——追忆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原四级高级法官史俊杰

本报记者 姜佩杉

史俊杰的法官照与众不同，因为
“站没站相”。

照片里的他，颈部前伸，头颅微
垂，为了目光与镜头相接，只能眼珠
直直地向上，用力地、认真地望着前
方，一双手被宽大的法袍袖子遮挡。

史俊杰病了。
1992 年，22 岁的他从中南政法学

院法律系毕业，作为非常稀有的科班
生，进入当时还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县人民法院”的江宁区人民法院工作，
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从 24 岁起，他
的健康就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下班途中被卡车撞伤，被后遗症
折磨了 5 年后，29 岁的他被确诊为强
直性脊柱炎。31 岁那年，他又因大
动脉炎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从
此，为大脑输送血液的三根主血管只
余一根勉强畅通。强直性脊柱炎合并
大动脉炎，在医学论文浩如烟海的

“知网”中，都是一个有些小众的研
究专题。

史俊杰就这样与疾病为伴，30 年
如一日奋战在基层，办理了 5000 余起
案件，活成了人人交口称赞的“南京好
市民”“南京市优秀法官”“南京市文明
法官”“江宁·身边的感动年度人物”

“江宁区道德模范”……
坚强而饱满的生命，直到 54 岁

那年，被肠癌啃噬殆尽。
最后的时光里，面对前来看望自

己的领导，气若游丝的史俊杰犹在与

命运抗争：“我请求组织暂时把我的员
额法官保留，重新穿上法袍是我战胜病
痛的动力。”

命运捉弄他，砰然关闭了一扇又一
扇门，他却找到了人生的缝隙，凿成窗，
照亮自己，也把自己的光传递了出去。

史俊杰，生当作人杰。

——“这个法官能行吗？”
——“人不可貌相。”

时隔三年多，何萍仍然记得史俊杰
佝偻着背，一瘸一拐走来的样子。

“这个法官能行吗？法院不会在敷
衍我吧。”当时，何萍拿着一沓证据，
站在诉讼服务大厅里，满心狐疑。

何萍是史俊杰处理的一起家庭财产
纠纷案件的原告，自从母亲去世后，她
便与迅速再娶的父亲陷入了亲情与利益
的纠葛，苦不堪言。

“原本以为这场官司会像从前一样，
筋疲力尽之后，才能收获一个结果。”何
萍的第一次诉讼走完了民事案件的所有
流程，“但这次不一样——史法官的庭审
询问很有技巧，让我父亲卸下了心防，不
经意间就说出了关键事实。”

对于何萍提出的调查申请，史俊杰
会耐心详细解释哪些内容可以调查、哪
些内容无法调查，并一一说明原因。后
来，经过史俊杰的调解，父女关系得以
修复，积怨已久的家庭也重归和睦，何
萍心中因“走程序”而生出的怨怼，也
被史俊杰用专业与耐心悉数化解。

“他的身体状况那么差，却还是耐心
倾听我们的诉求，处处为我们着想。”何
萍深深感叹，“真是‘人不可貌相’。”

像何萍一样“以貌取人”的，还有
一张合影中的主人公。照片里，母亲笑
盈盈的，女儿举着“业务精湛 秉公执
法”的锦旗，史俊杰腼腆地站在中间。

这位母亲是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的
当事人，曾以“法官在庭审中坐姿不规
范”为由，向有关部门投诉史俊杰。没
过多久，她到法院领取判决书，从书记
员那里了解到史俊杰的病情。深感后悔
的她，不仅立即找有关部门撤回了投

诉，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在女儿的
陪同下专程送给史俊杰，以示对他敬业
精神和公正判决的诚挚敬意与感谢。

史俊杰没有办法做到“坐姿规范”。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免疫系统疾

病，随着病程推进，椎骨会慢慢失去转动
的自由，整个人如同被水泥浇筑。有时
候，庭审时间太长，僵硬的身体不听使
唤，为了减轻病痛，史俊杰只能用手臂支
撑着身体，斜靠在法椅上继续开庭。

作为江宁区法院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的资深“笔杆子”，张定生写过不少关
于史俊杰的事迹。在他笔下，一名樊姓
律师的故事颇有戏剧性。

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史
俊杰曾试图为原、被告双方调解。但调
解还没开始，这位樊律师就因法官“其
貌不扬”而对其业务能力产生了深深的
怀疑，认定史俊杰想利用调解“和稀
泥”。樊律师不仅当场拒绝调解，还要
求更换法官，甚至宣称如果判决不公，
就在法院大门外“搞发布会”。

庭审当日，樊律师本以为胜券在
握，却很快被史俊杰精准细致的证据调
查、沉稳恰当的庭审把控所震撼。此
前，为查明开发商少付违约金的真相，
史俊杰曾拖着病体，一次次往返气象
局、排涝站，实地勘查楼盘周边的低凹
土地。得知实情的樊律师，面对扎实的
证据和调查材料，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部
分支持自己诉求的判决结果。

拿到判决书的次日，樊律师专程来
到史俊杰的办公室，对自己之前的行为
道歉，也对史俊杰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被以貌取人的事情，史俊杰遇到过
太多，而每一位以貌取人者，都会反过
来被他折服。

对于自己的特殊情况，史俊杰十分坦
然，又有点小小的“骄傲”：“我的身体影响
不了我的大脑，影响不了我对法律的运
用，更不会影响我对案件的公正裁判。”

——“法庭就是他的‘王国’。”
——“心不能歪，要公平。”

（2011） 江宁民初字第 4474 号卷宗

里有 5页特殊的质证笔录。
2012 年 4 月 17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9 名当事人围绕一起合伙协议纠
纷案展开质证。唇枪舌剑许久后，庭
审终于结束。刚来法院不久的新人书
记员正要打印质证记录请当事人签
字，电脑突然黑屏——停电了。

猝不及防丢失的庭审记录让书记
员有些慌张，但史俊杰没有半点责备
的意思，立即抽出几张 A4 纸，提笔

“ 刷 刷 ” 写 起 来 。 很 快 ， 5 页 纸 的
“回忆手写版”质证记录完成，9 名
当事人看后无不认可，纷纷签上自己
的名字并捺印。

喜欢在庭前做好充分准备的工作
习惯，让史俊杰对案件了如指掌，法
庭就是他的“王国”。

“他认为案件并无难易之分，所
有的案子都可以解决。”孙秋君是史
俊杰的最后一任书记员。在她的心目
中，师父的办案逻辑非常清晰，脑子
里有张“路线图”，“在他眼里，复杂
的案子虽然事实调查难度较大，但最
终的法律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如今已经从法官助理成长为员额
法官的陈刚，一直在努力循着史俊杰
的足迹前行：“师父会归纳总结争议
焦点，将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把很
多诉请归纳成小的争议焦点，然后逐
一审查这些争议焦点。这样，审查完
毕之后，整个案件就可以看到结果。
我也在努力这么做。”

在以前的老搭档、如今的江宁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冯晓华
的 眼 里 ， 史 俊 杰 “ 法 律 思 维 非 常
好”，他的这个优点也是领导和同事
们公认的——“不受大众思维的影响
对案件‘和稀泥’，坚持在法律范围
内做好法理情的权衡”。

在史俊杰审理的一起医患纠纷案
中，李某生产时，助产人员检查发现
胎儿“肩难产”，果断采取“旋肩”
的方法，成功挽救了一个小生命，但
造成了并发症之一——新生儿臂丛神
经损伤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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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佝偻之躯，挺起司法脊梁；虽病痛缠身，难掩赤子丹心。法官史俊杰，用 30余年基层光阴和

5000余件案件，在命运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扇窗，让法治的光芒照亮他人，亦诠释了“生当作人杰”的生命厚

度。面对当事人的疑虑甚至“以貌取人”，他用精湛的业务、公正的裁判赢得由衷敬佩；面对疑难复杂案件，他

主动担当，是公认的“老中医”；面对群众诉求，他“如我在诉”，力促案结事了人和。他视廉洁如生命，拒腐蚀永

不沾；他倾囊相授、甘为人梯，点燃后辈法治理想的星火。一句“穿上法袍是我战胜病痛的动力”，道尽了他对

审判事业的生死眷恋。谨以此文，追忆并致敬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原四级高级法官史俊杰。

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但
在今年初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大仲
村人民法庭受理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案中，当事人赵华和李枫却用行动说
明，打官司也不能只为“争口气”。
承办法官郭常宾耐心细致地一番“算
账”，让他们最终放弃了“只争一口
气”，握手言和，各自很快把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公司经营业务上。

赵华和李枫两人到底有着怎样的
纠纷，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信任遭遇“样品迷局”

2024 年 5 月 21 日，长期从事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的赵华，急需一批装饰
墙板。在朋友的介绍下，他通过微信
与供货商李枫取得了联系，几经沟通
后，双方敲定了墙板的材质、颜色。由
于赵华远在辽宁、李枫身在山东，双方
商定通过邮寄的方式查看样品。

赵华很快收到包裹，拆开后看到
里面的墙板样品色泽均匀、纹理细
腻，很是满意，随即通过微信语音与
李枫达成口头协议，并向李枫支付了
5万余元的大货墙板费用。

谁知在收到大货的那一刻，情况

却发生了变化。“李老板，这不是我要的
那批 A 级胡桃木墙板啊，是不是发错货
了？”尽管大货的外观和样品相似，但赵
华凭借多年经验，认为大货和样品存在
区别，并第一时间和李枫取得联系。电
话那边的李枫也一头雾水，但他坚称自
己是按照样品发的货，肯定不会出错。

一方要求“退货退款，赔运费”，
一方坚称“货没有问题”。经多次交涉
未果后，2025 年 1 月 10 日，赵华向兰
陵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解除买卖合
同、退货退款，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
1.1万余元。

初次庭审陷入僵局

2 月 14 日，案件在大仲村法庭第一
次开庭。

法庭上，赵华一边举着巴掌大小的
样品对比着大货墙板，一边情绪激动地
说：“样品和大货差得太多了！”看到赵
华举着的材料，李枫满脸委屈，态度坚
决地反驳道：“大货确实是我们的，但
样品墙板绝对不是我寄过去的……”由
于双方都没有留存收寄样品的开箱视
频，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庭审陷
入了僵持局面。

最后，双方在法庭上提出了质
量鉴定申请，要求通过鉴定手段查
明案情。

休庭后，郭常宾仔细翻看案件材
料，发现赵华列出的运费、搬运费、
仓储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1 万余元。
盯着这个数字，他想到鉴定费用估计
也不少，随即一个电话打给技术部门
同事求证，很快得到反馈：“质量鉴
定费用预计超过 1.5万元！”

此时此刻，郭常宾想起老电影
《审 牛 记》 中 “ 花 7000 块 钱 对 价 值
800 元牛犊进行亲子鉴定”的情节：

“眼下，这个案子正上演着现实版的
‘程序困境’。”

如果坚持对墙板进行质量鉴定，
双方要耗上至少半年时间，还要搭上
鉴定费及后续产生的仓储费用，诉讼
成本或许会超过争议标的本身的价
值，最后说不定落得个两败俱伤。

或许，这场纠纷需要的不是对簿
公堂，而是坐下来算笔明白账。想到
这里，郭常宾心中拿定了主意。

燕柳树下“细算账”

2 月 24 日，郭常宾把双方邀请到

法庭，并带他们在院子里燕柳树下
的石桌旁坐下。

“今天请二位来，我想给你们
算笔账，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
听了郭常宾的话，二人脸上有点
诧异。

“咱们的案子，你们都要求鉴
定，这确实是搞清事实最有效的办
法。可我了解了一下，如果鉴定的
话，费用最低需要 1.5 万元，诉讼
周期要延长至 6 个月以上，仓储费
就要增加到 1.8 万元以上，再加上
快递费、搬运费……”郭常宾一边
耐心地说着，一边围绕鉴定程序可
能带来的诉讼成本和周期列出表
格，并用红笔圈出关键的数据。

“要是算上鉴定费、诉讼周期
延长衍生的仓储费及其他费用，怕
是要‘赢了官司亏了钱’啊。”

“打官司不能只争一口气，也
得考虑后果。万一官司输了，还得
支付鉴定费用、赔付对方损失，代
价是不是有点大？”

看到双方若有所思，郭常宾趁
热打铁：“赵师傅，那批墙板真的
不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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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不能只为“争口气”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段格林 吴元振 王逸群

本报讯 （记者 魏素娟） 6 月 1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
治区工商联在南宁召开工作联席会议暨
民营企业座谈会，邀请部分民营企业家
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倾听企业心声，探讨司法服务企业
路径。

据介绍，广西高院、自治区工商联
建立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以来，全区各
级法院不断加强与各级工商联的沟通
联络，依托联系机制开展常态化的日
常联系工作，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
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化解民营
经济领域矛盾纠纷，引导企业规范经

营行为、促进守法诚信经营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成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 营 企 业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按 照 党 中 央 和 自 治 区 决 策 部 署 要
求，共同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作出不懈
努力。

会议要求，要积极助力 民 营 企
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区
法院要把握好司法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着力点，坚持公正司法，做实
依法平等保护，坚持高效司法，做
实 有 效 率 的 公 正 ， 坚 持 便 利 诉 讼 ，
做实便企惠企。充分发挥广西高院
与自治区工商联的“总对总”多元
解纷机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了
解民营企业的司法需求，推动联系
机制切实在基层得到落实，从而不
断汇聚工作合力。

座谈会上，11 位来自农业、医
药、建筑、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企业家
代表围绕建立完善涉企沟通机制、贯
彻审慎善意执行理念、加强涉企司法
供给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宁夏：以案促改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 马 荣 通讯

员 马 强）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
学习教育推进会，深入学习中央党
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集中整治
违规吃喝的通知，结合全国、全区
法院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
例检视剖析，强调要以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为镜鉴，以案促学、以案促
查 、 以 案 促 改 ， 驰 而 不 息 纠 “ 四
风”、转作风、树新风，以作风建设
新气象推动全区法院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会 议 要 求 ， 要 深 化 以 案 促 学 、
警钟长鸣，引导干警深刻认识违规
吃喝的政治危害和严重后果，在思想
深处敲响“警示钟”，切实守住交往
关，净化社交圈，牢牢紧绷正风肃纪
拒腐防变这根弦。要深化以案促查、

靶向发力，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
示范引领作用，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
三，强化“三个规定”落实，严查干
预司法、违规交往行为，压缩权力寻
租空间，做到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要深化以案促改、标本兼治，健全公
务接待、预算审计等制度机制，持续
提升立案、信访等服务质效，统筹
推进学习教育与审判执行工作，把
学习教育的效果体现在司法作风改
善、审判质效提升、干警实干精神
上，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风正气就
在身边。

会议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永远没有休止符，要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管党治院，持续加固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堤坝，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
遵规守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
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不断推动
审判执行工作提质增效。

6 月 19 日，安徽省怀远县特殊教
育学校的学生们来到蚌埠市禹会区人
民法院马城人民法庭，将一幅精心制
作 的 衍 纸 手 工 画 “ 民 法 典 ” 送 给 法
官，打着手语表示：“祝愿少年法庭用
民法典帮助更多人。”

马城法庭法官多次深入怀远县特
殊 教 育 学 校 ， 开 展 帮 扶 与 普 法 活

动 ， 为 学 生 们 举 办 法 治 讲 座 ， 用 法
律 为 孩 子 们 的 成 长 保 驾 护 航 。 学 生
们 自 发 用 衍 纸 精 心 制 作 了 一 幅 以 民
法 典 为 题 材 的 手 工 画 送 给 法 官 表 示
感 谢 。 19 日 当 天 ， 法 官 还 带 着 学 生
们 参 观 了 科 技 法 庭 ， 体 验 了 庭 审 ，
观看了法治教育片。

图为学生代表打着手语向法官表示
感谢。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陆雪莉 摄

一幅手工画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鲅鱼圈区法
院 增 补 为 2025 年 度 相 对 薄 弱 法 院 ，
这对我们既是警醒、更是鞭策。我们
要把‘脱薄’工作作为一件大事要事
来抓，变压力为动力，正视问题、知
弱图强，帮助尽快扭转被动局面，推
动鲅鱼圈区法院补短跃升、‘脱薄’
摘帽。”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赴辽宁省营口
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调研并座谈，全
国人大代表、营口市委书记姚华明受
邀参加座谈会，表明支持法院“脱
薄”工作的态度和决心。

姚华明表示，“脱薄”是推进司
法工作现代化的长远之策，是加强基

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通过“脱
薄”工作，有利于减少上访上诉、化
解矛盾纠纷、提高审判质效，进一
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营口市委将
重点从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基础
保障等方面，全力支持鲅鱼圈区法
院“脱薄”，推动全市基层法院建设
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同时，坚持
通 过 高 质 量 发 展 、 优 化 营 商 环境、
增进民生福祉，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
盾和纠纷。

“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本
质是化解矛盾、为民服务。”去年 12
月 16 日，营口市老边区率先完成综
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并运行。今年 6 月
底，全市 6 个县 （市） 区将全部实现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姚华明建议，
更好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化解矛盾纠
纷作用，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
有人办、依法办。

姚华明还表示，营口市委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领会张军
院长调研讲话精神，全力支持全市法
院系统依法履职，加快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营口、法治营口。

全国人大代表姚华明——

全力支持基层法院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黄艳辉 严怡娜 本报通讯员 孙 健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姚华明参加
座谈并发言。

孙若丰 摄

图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
院原四级高级法官史俊杰。

江宁区法院供图

广西高院与区工商联召开工作联席会议暨民营企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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