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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女法官和女检察官的神秘面纱

奔波在田间地头的女法官和女检察官

她不但管“大事”，也管“小事”
如果老百姓家里丢了鸡，

法律管不管？
“管，当然管。”这是现年

46 岁的岳阳市平江县检察院公
诉一科科长袁荣的回答。

对于平江人来说，人们记
忆深刻的大案或许是，2008 年
年末，该县伍市镇“7.17”聚
众斗殴案。该案斗殴双方均有
数十人参与，斗殴工具有刀、
棍、汽油弹、大爆竹等，社会
影响极大。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的犯罪嫌疑人就有 9 人，证人
近百人，全案卷宗 1000 余页。
袁荣一头扎进案卷里，加班加
点，三进伍市，调查取证，复
核证人。一个月过去了，四万
余字的审查报告出来了，案件
如期提起公诉。庭审时，面临
坐满听众席的数百名群众，面
对十多名辩护律师和 9 名被告
人的辩解，她从容不迫，用大
量的事实和证据充分揭露、指
控、证实被告的犯罪行为，句
句击中对方要害。最终，该案
9 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果。

而对袁荣来说，十多年前
的一起农民鸡、鸭被盗案，同
样让她难忘。

2001 年，平江虹桥镇发生
一起盗窃案，当时有 4 个村共
20 多户农户家中的鸡、鸭及农
资等被盗。由于证据分散，加
之山路崎岖，行车又不便，袁
荣便选择步行。整整两天的时
间，100 多公里山路，袁荣脚
板打出了水泡，却咬着牙坚持，
硬 是 将 所 有 证 据 重 新 一 一 核
实。

有人说，不就是几只鸡、
几只鸭的事，用得着那么较真
吗？

“金额不大，但对农民来
说，却是‘大事’，对犯罪嫌
疑 人 来 说， 关 系 到‘ 公 正 ’，
我不敢马虎！”

正是这种“较真”，让袁
荣在 19 年的检察生涯里所办
的 800 余件刑事案件，无一错
案；正是这种“较真”，让她
成长为检察系统内的“十佳办
案能手”。 

 让有罪的人罪有应得，也要让
无罪的人不被非法追究

 “公正是衡量执法的唯
一标准，作为一名检察官，我
的任务就是努力维护公平与正
义”袁荣总是这样说，力求把
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 , 就像
一名恪尽职守的哨兵。在 2010
年办理的彭某涉嫌贩卖毒品罪
案件过程中，其亲属托人说情，
拐弯子找熟人请吃饭、请喝茶。
对此，袁荣说“请我吃顿饭、
喝杯茶，我也不能给你解决问
题，何必要浪费钱呢”，多次
拒绝被告人亲属的吃请。有一
天，彭的一个亲戚还找到办公
室，要求对彭某网开一面，并
拿出一个红包塞到袁荣的抽屉
里。她硬是将红包塞回到他的
手中，并耐心地解说。红包送
了二次，也被退了二次，最终
彭某被依法提起起诉。

袁荣认为：“对公诉人来
说，案件质量是公诉工作的生
命。 严 把 案 件 质 量， 不 仅 要
保 证 有 罪 的 人 得 到 应 有 的 追
究，更要保证无罪的人不被非
法追究。”有一回，袁荣办理
一起强奸案，受害者未满 14
岁。在看守所提审完毕，通知
狱警前来交接时，转眼工夫却
不见年轻的犯罪嫌疑人。疑惑
之中开门一看，见他靠墙蹲缩
地上，冤屈的表情与不愿回牢
房的可怜模样，不由得心头一
动。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主诉
检察官正确履行控诉犯罪职能
的同时，能够细致入微地分析
纠正其他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
疏漏。袁荣经过缜密查察，得
知犯罪嫌疑人的确不知女孩年
龄，且女孩发育较早，形似成
年，是两情相悦才发生的性关
系。于是，提交检委会讨论，
呈报市院批准之后，作出了不
予起诉的决定。

夫妻都是政法人
1995 年，平江县公开招录

检察干警，在印刷厂工作的袁
荣闻讯报考。重拾久违的书本，
起早眠晚复习，苦心人天不负，
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她觉
得自己特别幸运。也就在这一
年，她结婚了。丈夫叫李骤兴，

在县公安局基层一线工作，没
日没夜的忙碌不休。女儿童年
的七彩梦里，总是缺少爸爸呵
护的目光，只有妈妈一头单位，
一头幼儿园，陪伴她健康成长。
不过再苦再累，袁荣也甘心情
愿，因为，每每看到丈夫佩戴
胸前的那枚“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奖章，令她幸福不已。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为了
提高业务水平，不辱使命，她
不断地虚心求教，挤压时间自
学不辍，并终于取得湘潭大学
的法律本科文凭。2012 年，她
被任命为公诉一科科长。 

去年 7 月，岳阳市公安机
关开展“清理取保候审案件”
行动，公诉一科又加了 300 多
件案子，并要在 3 个月之内完
成。

袁 荣 除 了 要“ 分 摊 ”100
多件案子外，还要负责全科所
有案件的审核把关，重要环节
还 得 替 每 个 办 案 人 员 排 忧 解
难。

“从 7 月份开始，几乎每
天办一个案子，没有双休日、
节假日，每天还得忙到深夜。”

最忙的 3 个月里，袁荣经
常咳嗽得厉害。等“清理取保
候审案件”行动告一段落，袁
荣却从湘雅医院拿到了肺癌的
化验单。

有这样一组数据。2013 年
(2012.12.26—2013.12.25)， 平
江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一科，办
结上年度积案 28 件，受理案
子 465 件， 提 起 公 诉 309 件，
不起诉 67 件，强制医疗 3 件，
移送市院 4 件，抗诉 1 件，刑
事和解 44 件。其中，袁荣办
结刑案 80 余件，质量位居全
市前茅。

袁荣患病后，院里多次表
示 想 给 她 调 换 一 个 轻 松 的 岗
位，同事也劝她多休息。她找
到领导，含着泪说：“请不要
把我当‘病人’，那样我会更
痛苦！”

为了在工作上不拖后腿，
每次化疗检查，她都把时间尽
量排在双休日或节假日，星期
天住完院，星期一便赶回来上
班。

炸药，威胁自杀，糖衣炮弹，她都遇
到过

“如果判离婚，我就从这个窗户跳
下去。”如果碰到一位案件当事人在法
庭上如是表态。你怎么办？

“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 11 月 16
日，娄底市新化县法院西河人民法庭
庭长陈湘元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采访时说，“不过，得先想办法让他
情绪稳定下来。”

就 在 11 月 9 日 获 得 2014 年 度
CCTV 中国 ( 湖南 ) 法治人物之后不久，
陈湘元就遇到了这样一起案件，陈湘
元当即采取措施想办法稳定男方的情
绪，“最终我还是依据相关法规判了离
婚。但在我们的劝说下，两人走出法
庭后，虽然不再是夫妻，也不是仇人，
而是变成了好朋友。这让我很欣慰”。

这就是女法官陈湘元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

今 年 36 岁的陈湘元，1999 年进
入法院工作，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
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等
职务。

而在她看来，上述威胁还不算最
严重的事情。还有一次，一个案件当
事人，竟然携带了疑似炸药进了法庭，
声称要与她同归于尽。另有一次，有
人纠集十余人在庭审法庭外威胁叫嚣

“你如果不按照我的意思办，我们就做
掉你”。在报警的同时，陈湘元仍依法
办案，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我们
基层法庭只有 3 个人，没有安检措施。”
陈湘元说，在多年办案的过程中，她
既受过人身威胁，也碰见过糖衣炮弹，
但她不为所动。

“农村案件，调解比法庭宣判效果更好”
“在基层法院，我们当然要审案子，

但还有很多案子，我们往往会通过调
解来处理。”陈湘元说，“在农村，我
们基层法院案件的当事人不少是同一
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通过
法庭来判决，可能会扩大矛盾，而且
通过法庭判决，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
而调解更有利于化解矛盾。”

近五年来，她灵活运用调解的办
法，调解率高达 75%。在一起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中，原被告系邻居，原告
在被告砖厂买砖时被红砖压伤，而被
告拒不赔偿，为此矛盾升级，双方各
自诉诸媒体互相攻击，导致砖厂无法
经营。受理案件后，陈湘元十多次到
双方当事人家中及厂里做工作，有时
调解一做就是七八个小时，回到家时，

已是晚上 12 时。最终在双方亲友、镇
领导多方调处下，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并赔偿到位。

基层法庭人手少，很多事情往往
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们法庭只有 3
个人。有一次，一起交通致少年死亡
案的肇事者事隔十多年后回到了村里，
受害者父母前来告知。我一听，立马
一个人赶了过去，免得对方又走掉。”
陈湘元告诉记者，“当时庭里两位同事
都去跑执行案了，只有我在家。”赶到
肇事者家时，陈湘元才发现，对方非
常强壮，但她没有退缩。“我相信法律
的力量。” 陈湘元告诉记者，当时村
里好多人也在现场，肇事者最终很配
合地跟她回到了法院。

在基层办案，还面临着交通的不
便。2004 年，陈湘元在新化县炉观法
庭工作期间，她正怀有身孕，当时乡
镇正在修路，法庭也没有车，每次外
出办案她都不得不坐着摩托车颠簸在
路上，一次外出调查时因为颠簸剧烈
导致身体出血而昏迷。“回忆这事，感
觉还真对不起小孩。”陈湘元告诉记
者，可能跟孕期太劳累有关，小孩出
生后体弱多病。而且，因为工作原因，
每个星期陈湘元都会出差，有时一出
差就是四五天。那时，小孩去医院打
点滴时，都是她丈夫在家照顾小孩。“我
老公经常在我面前笑称他是‘家庭煮夫’。
真是辛苦他了！”陈湘元认真地说。

 
经常摆“摊”设“点”开展法制宣传

15 年来，陈 湘 元 共 办理了 1250
多起案件，无一发回重审、无一重大
改判、无一涉诉信访、无一违法违纪。

在处理案件之余，法律本科毕业
的陈湘元非常注意培养基层群众的法
律意识。陈湘元认为：“一次法律宣传，
也许只是法律工作者的举手之劳，但
坚持下去它会改变法治的环境，营造
和谐的社会氛围。”为此，她坚持利用
辖区乡镇“赶集”时间组织法庭摆“摊”
设“点”开展法制宣传，并现场解答
法律问题。

在办案过程中，她针对发现的贫
困留守儿童问题，主动建立了留守儿
童档案，利用节假日时间慰问贫困留
守儿童，为他们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
疏导成长中的烦恼。在她的影响下，
法院女干警也自发组织起来，加入了
关爱留守儿童的队伍。她们的事迹被
省内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并被当地群
众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朱盼
图：受访者提供

法官、检察官在工作和生活中会
是什么样子？ 11 月 16 日，两位来自
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女性人物——刚
刚获得 2014 年度 CCTV 中国 ( 湖南 )
法治人物的代表——向今日女报 / 记
者讲述了自己多年来从事法官和检察
官背后神秘又平凡的故事。

新化女法官：陈湘元    
她不怕炸弹，也不怕糖衣炮弹

她是法官，却喜欢在集市上摆“摊”设“点”，不过，她“推销”的却是法律知识，
而且是免费推销，免费赠予书籍，免费给予解答。

她是庭长，却喜欢通过调解来解决农村纷争。她认为，调解比法庭判决效
果更好。她就是娄底市新化县人民法院西河人民法庭庭长陈湘元。

平江女检察官袁荣：
“老百姓丢了鸡，我也得管”

她曾面对十多个辩护律师，侃侃而谈；也曾为了老百姓被盗的几只鸡和鸭，奔波两天，100多公里山路。
她曾拒绝别人的红包，依法办案；也曾仗义执言，让无罪之后不被非法追究……

她就是岳阳市平江县检察院公诉一科科长袁荣。

陈湘元 ( 右一 ) 在和赶集群众交谈。 袁荣整理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