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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这支“娘子

军”的过程中，有一

位婉拒了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的采访。但是，

从她昔日的队友口中可

知，在做法官的那些年，

她在工作中高调、大

胆且出彩。

对于这五位法官

的故事，我们所能了解

到的，也只是通过她

们粗略的回忆。可以想

象的是，作为法治建设

的相对较早的参与者

和建设者，除了收获的

快乐，她们的经历中一

定还有很多不能一言两

语说清楚的委屈。对

于老百姓来说，他们

都是我们值得铭记一辈

子的人。

前一段时间，网上

有句话说“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

为你先行，有人替你承

担”。没错，在法治建

设进程中，正是因为有

这样一些人在默默付

出、默默先行，你才

安逸地享受了安宁、和

平、正义等等。最让

人感动的是，身为女

性，本来她们比男性

更渴望过岁月静好的日

子，但是关键时刻，她

们超越了性别的束缚，

表现出了真正的大女人

气魄。

还需要多说什么

呢？让我们一起为建设

法治中国

而付出艰

辛 和 努

力 的 前

辈 点 赞

吧！

在周铁军她们当法官的时代，法官的

职能是审执一体，既要负责审理还要负责

调查、取证、执行。

周铁军说，行政法庭除了审理“民告

官”的案子，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职能是要为

行政机关服务，执行非诉行政案。对拒不

接受行政机关处罚的个人，由行政机关向

法院申请后，她们负责强制执行，这种案件

的比例还远远超过“民告官”的案件。

所以，这支“娘子军”一方面要为民做

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政府机关的行政能

力，必要时候要拿着手铐带着法警去抓人

扣人，也因此要遭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

凶险情况。

黎海桃回忆，有一年她们5个女法官带

着法警一起去江西强制执行一个案件，在

当地被200多人围攻。她们带着被扣押的

对象，在凌晨三四点钟和围攻群众僵持。

回去的必经之路已经被截断，万般无

奈之下，她们就一步步后退，绕了七十多公

里才算摆脱了围追堵截。

“过去为了做好一件事真的是什么都

不怕，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当年的我们太拼

了。”黎海桃说。

“有一回我差点成了烈士。”周铁军

说，有一年她也是带着三名武警去强制执

行一个案子。到了执行人住所时，发现行

动被走漏了风声，对方集聚了几十号人拿

着棍棒集体对抗执法。

 周铁军说：“我们一冲进去就被包围

了，三名武警被打伤，如果对方朝我身上

也来几下的话，那我真的就殉职了！”所幸

的是，他们被闻讯而来的公安民警解救。

工作中，面临这样的风险和压力，生活

中，她们还是母亲和妻子。

当时周铁军、徐德元、黎海桃的孩子

都年幼，丈夫也长年不在身边。

“你想象不到那种艰难，我们没有退

路，必须迎刃而上。”回首二十多年前的那

一幕，周铁军感慨，“那时候办案条件差，

一年到头，不论寒暑，我们总是一早踩着

单车穿街走巷办案，有时还要换乘拖拉机

或摩托车下乡进村。一天到晚，脑袋里都

想着怎么办好案子，不出差错。我一直记

得，常常一不留神，就把菜炒糊了，好多次

蹬着单车险些出事”。

 而在许燕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工作除

了艰辛，还有几分幽默：当年行政庭办案

经费很紧张，审理一个案子，她们除了要考

虑案子本身，还要精打细算好包括传票送

达、执行的经费等细节。为了节省费用，庭

长周铁军甚至去自学了《易经》，每次执行

前先推测一下当事人是否在家，避免空跑

一趟要白费路费。

“你们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但这

是真的。”许燕说。

“娘子军”得到了肯定，1997年，汨

罗法院行政审判庭以审结率、执行率均为

100%的成绩获得全省先进单位的称号。

“那一年，我差点殉职”

作为全省第一个”女子行政审判庭”

的法官，五个女人能在特殊的岗位取得不

俗的成绩，除了不畏困难、吃苦耐劳之外，

更多的是因为她们之间精诚团结、相互配

合的协作精神。

在黎海桃的记忆里，她们五个人各有

分工，虽然彼此个性也很不同，但是各自

却能巧妙地取长补短。

“我和何建昭属于猛打猛冲型，周铁

军和徐德元顾全大局，许燕则是外表看似

笑眯眯地好说话，但内心却很坚定。”黎

海桃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有一次，某局局长作为被告来到了法

庭，对这五个女人很不屑。“翘着腿，叼着

烟，很不合作。”

作为审判长的徐 德元一开始有所顾

忌，庭审一度进行不下去。

一边的黎海桃就跳出来说话了，“我

一上去就让他先把烟灭了，把腿放下，我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局长，在法庭上你现在就

是被告，就要尊重法庭。我先灭了他的威

风。”黎海桃这一招果然管用，很快就把

庭审搞得顺顺利利。

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五个女

人。黎海桃清晰地记得，有时候关于案情

的分析讨论，她们也会有分歧也会发生争

吵，“但吵归吵，一旦事情来了，五个人从不

分彼此，无条件支持周铁军和徐德元的决

定”。

1998年后，包括周铁军在内的几位女

法官或调离或升迁，只有当年的书记员许

燕一直留在行政庭，从书记员起一步步地

干到庭长，直到2014年才调到立案庭，几

乎见证了行政审判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许燕看来，作为一个行政庭的女法

官尤其要深谙“刚柔并济”的哲学，“刚”

是法官必须具备的品质，“柔”则体现了当

今中国法官的智慧。

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让许燕体恤老

百姓的无奈，也理解官员的不易。“只有做

到刚柔相济，方能善尽司法监督和维权的

职责。”

许燕介绍，行政诉讼案件不像别的案

件法官可以进行 调解，要么就是做出判

决，要么就是原告撤诉。在刚开始的几年，

别看她们在民告官的案件中铁面无私判了

不少机关单位败诉，但是，往往也要考虑

顾全行政单位的“脸面”。

“判决前两面做工作，给双方一个台

阶，如果能改正或撤回错误的行政执行，

也希望当事人撤诉，这样双方都能接受也

是一种处理方式。”许燕说。

近几年来，许燕更清晰地感受到了，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尤其是行

政审判制一步步推进，行政机关对行政审

判的态度也由最开始的特别抗拒到能坦然

接受，甚至积极配合。

她举例说，之前当地的农民在自家地

里建房子只知道要办土地使用证，并不知

道也要办理城镇建设许可规划证。对于违

反法规定的农民，当地的规划局并没有强

制进行处罚，而是先请行政庭的法官给农

民普法。让老百姓和行政机关都明确在法

制规范的前提下行使和履行各自的权利和

义务。这种变化充分让她们感受到行政审

判的春天已经到了。

 2015年5月1日，实施25年之久的《行

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正。在制度上，再次保

障了行政审判的向前推进。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了解到，近5年来，

汨罗法院共审理行政案件276件，执行行

政非诉案件1353件。判决行政机关败诉69

件，败诉率为25%。

显然，能有这样的好局面，这支娘子军

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时光已

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作为法制建设战线上的老兵，许燕感

触颇多，她说她在行政庭二十多年的成长

之路，真真切切地见证了中国司法进步的

发展历程。“若站在时代的坐标系下回顾

中国法治历程，从宣示‘任何人都没有法

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到强调‘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

平正义’；从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到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法治建设格局清晰成型，一

批良法、善法密集出台，中国法治建设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时光倏忽而过，当年5位年轻的女法

官作为司法领域的开拓者，品尝了最难的

辛酸和苦辣，也收获了别人无法体味的快

乐。

有意思的是，她们都觉得自

己 挺 有 幸 福

感 ，她 们 的 人

生 并 没 有 因 为

得罪了有些机关

单位的领导而受

到影响，相反，其

中两 位 还 升 迁 成

了市级领导。

现任汨罗市法

院院长孔剑如此评

价这支“娘子军”：

二十多年前这5位女

法官用坚 守和信仰

撑起了汨罗市行政

审判法治建 设的朗

朗晴空，在法治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她们

既是法律工作者群像

的一部分，也是最闪

亮的五朵金花。”

“不管你是什么局长，法庭上你就是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