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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法槌在手，天平在心
本报记者 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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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事说，她像一颗“明星”，整
个人都在发光。

有的当事人说：“就算判我败诉，我
也不怨你，我感觉你是个正直的法官。”

她就是党的二十大代表、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梅。

张梅干练飒爽、和蔼可亲，一条马
尾辫搭在身后，说话时脸上总是带着
笑容，俨然一位“邻家大姐”。

视当事人为亲人

“老乡你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
速度、用最好的方式帮你解决问题。”

昨天上午，张梅又一次接到了当
事人的咨询电话。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为了这一句铮铮誓
言，27年间，张梅始终怀揣法治梦想，
坚守司法为民、坚守公平正义，一直工
作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前沿。

“干工作其实很简单，你希望你的
兄弟姐妹、父母来到法院受到什么样
的待遇，你就怎么对待当事人！”

以法服人、以情暖人，这就是张梅
成为“办案能手”的秘诀。她总是善于
发现群众纠纷的“痛点”。长年扎根基
层法庭的经历，更是帮她炼成了一双

“火眼金睛”，让她更好地挖掘案件背
后的故事，探析“法理”背后的“情理”。

某年年底，张梅接手了农民孟大
叔状告邻居的损害赔偿纠纷案。原来，

邻居在 3米宽的胡同里种黄豆，“黄豆
地”积水泡了他家的房子。他一气之下
将邻居告上法庭，索赔 2万元，一审却
因证据不足败诉。

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张梅明
白，案子好判，但官司再这样打下去，
这两位老邻居就结下了仇怨。

她深入调查后发现，两家矛盾起
源于孟大叔私自盖了一个墙头，邻居
在胡同里种黄豆就是想斗气儿。张梅
理清矛盾根源后，说服双方，让一方拆
掉墙头，另一方平了黄豆。

事情解决后，孟大叔深深地给张
梅鞠了一躬：“我是个农民，快过年了，
没什么可送的，给你鞠个躬吧！”

张梅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春
节礼物。

铁骨铮铮

张梅做群众工作时和蔼可亲，遇
到原则性问题时却硬得很。

“身披法袍，头顶国徽，法律就是准
绳。自从坐在审判台上那天起，我就没
怕过法庭上的任何人。”张梅这样说。

一次，一名当事人担心官司会输，
一上来就威胁张梅：“我知道你住在哪
里，还知道你家人的信息。你要敢判我
这个案子输，我让你没好日子过！”

张梅说：“要是怕，我就不会当法官，
我依法判案并且接受你的监督和检举。”
最终，她坚持依法判决这位当事人败诉。

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张梅
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法官。回

顾职业生涯，她很有底气：“对办过的每
一件案子，我心里都很踏实。”

法槌在手，天平在心。张梅27年如
一日，守护着心中的那杆秤！

“为百姓多做点实事”

今年3月，沧州发生了新冠肺炎疫
情，接任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庭长不久的张梅面临考验。3月 12日，
她召集庭里人员，第一时间向社会发
布“电子诉讼全流程操作指导”，提前
做好服务。

第二天，法院执行疫情期间办公
政策，要求少数人值守机关，其他人员
居家办公，值守的多是年轻男同志。

但张梅主动请缨坚守工作岗位，
每天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16天
里，她是唯一值守的女同志。

立案庭的电话被打爆了，张梅于
是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立案
有问题，找张梅！”

指导当事人网上立案、网上缴费、联
系法官等，张梅的手机常常被打到烫手。

有朋友不解地问张梅：“为什么要
向社会公布私人手机号，不怕给自己
找麻烦吗？”“为老百姓多做些服务，多
做点实事，这是应该的。”张梅毫不犹豫
地回答。

谈到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张梅表
示：“作为一名基层法官，能够当选党的
二十大代表，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最
大肯定与殊荣，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
豪。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克己奉公，
做人民满意的法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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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沧州市育红小学 53岁的
教师曹立梅来到运河区红十字会，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郑
重签下名字，完成了她志愿者生涯中
的又一件大事。

参与公益活动、慰问贫困家庭、资
助寒门学子……从 2009年至今，曹立
梅在教书授课之余，始终奔走在志愿
服务的路上。在身体力行的同时，她还
把“献出一份爱 温暖同龄人”的理念
传递给学生，与孩子们在公益之路上
携手同行。

师生共访“太阳村”

在北京市顺义区板桥村，有一个名
为“太阳村”的院落，里面住着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百名孩子，年龄从几个月到十
几岁不等。他们都是由于父亲或母亲正
在服刑、无人看管而来到这里的。

2009年年底，曹立梅了解到“太阳
村”的情况后，决定去看看。腊月二十九，
她把女儿送回老家，背着两大包给孩子
们的衣物，倒了好几趟车，问了无数人，
终于在大年初一走进了“太阳村”。

探访归来，曹立梅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她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把“太阳
村”的故事讲给学生听。

同龄人的遭遇在学生们心里掀起
了波澜。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2010年
暑假，曹立梅带着十几名学生，在学生
家长的陪同下，一起来到“太阳村”。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老师，他
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学生们围着“太阳
村”的老师和孩子问个不停，把带来的
图书、衣物和玩具摆了满满一石桌。

短短两个小时，学生们走遍了“太
阳村”的每个角落。临别时，每人又捐了
100元钱，并和“太阳村”的小伙伴们约
定，有时间一定还会再来。

此后，曹立梅又组织了两次集体探
访，很多学生都与“太阳村”的孩子成了
好朋友。

全班资助两姐妹

2014 年，曹立梅与几名志愿者一
起创立了一个以贫困学子为主要帮扶
对象的民间爱心组织，她负责发现、走

访和确定被资助人。
2016 年年初，她得知盐山县庆云

镇有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孩，6年前父
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她和姐姐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可是，2015年，爷爷遭
遇车祸后无法干重活儿，生活的重担都
落在了60多岁的奶奶身上。

如今，曹立梅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
第一次与姐妹俩见面的情景。姐妹俩瘦
小单薄，一脸愁苦，姐姐说起话来更是
连连叹气。即便如此，在学校，姐妹俩都
品学兼优，是老师的好帮手。

2016年 3月 19日，育红小学的 12
名学生代表在家长的陪同下，和老师曹
立梅一起来到姐妹俩的家，为她们送上
了学习和生活用品。此后，除了爱心组
织的资助外，曹立梅班里的所有同学，

每人每月省下两元零花钱，捐给两姐
妹。

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似阵阵清风，吹
散了姐妹俩心头的阴霾，似涓涓细流滋
润着她们的心田。姐妹俩的脸上渐渐有
了笑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一届学生毕业了，下一届学生继
续爱心接力，曹立梅和学生们对两姐妹
的捐助始终没有停止。

如今，受资助的两姐妹改变了人
生：姐姐已步入理想的大学，业余时间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将爱心传递给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妹妹成为一名优秀的中
学生，正为着心中的目标奋力前行。

影响带动身边人

投身公益十几载，曹立梅的爱心善
举，影响和带动着她身边很多人。

曹立梅在运河区红十字会签署“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时，需要
直系亲属签字。当时，曹立梅和女儿视
频连线时还心怀忐忑。她没想到，女儿
听后不仅全力支持她，而且委托她替自
己在志愿书上签字。于是，母女俩同时
成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

曹立梅班里的很多学生的家长，在
陪同孩子参与公益活动后，也燃起了志
愿服务的热情，纷纷加入爱心组织，和
孩子一起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还有一些朋友，看到曹立梅在QQ、
微信和微博中的分享后，主动与她联
系，有的出钱有的出物，还有的亲自前
往，为贫困学子和需要帮助的人送上一
份温暖与慰藉。

曹立梅：一腔热情为公益
本报记者 董芳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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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营业中推拿店欲转让，运河区，位置
极佳，精装修，因老板没时间照料所以转让，
具体面谈。电话：1510087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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