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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通过公开招考进

入岳塘区法院工作的李姜，

先后在法庭、政工、办公室、

立案庭等多部门工作。在法

院工作 17 年的她，依然记

得自己成功办理第一个案件

时，法官这一职业所带来的

荣誉感。

李姜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

记者，她办理的第一个案件

是一起因农村集资建房引发

的民事纠纷。当时，24 个集

资人要求承建人办理相关权

证，原告都是 60 多岁的农民，

聘请的代理人也是缺乏法律

知识的同村村民，很多材料

都不符合要求。为此，李姜挨

家挨户核对信息，收集证据

材料。可一见她只是个 20 岁

出头的小姑娘，当事人便气势

汹汹连唬带吓，现场乱作一团。

“当时我心里直打鼓，但

我知道，今后要想当个称职

的法官，这道坎必须迈过去。”

李姜义正辞严讲明来意，不

厌其烦释法明理，两天时间，

她和同事在村里走了个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

起案件最终顺利判决，双方

均没有上诉。“老乡们也对我

这个‘小姑娘’连连致谢，那

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通过

法律捍卫弱势群体权益和社

会公平正义所带来的成就感，

以及这个职业所带来的无法

用金钱衡量的尊荣感。”

基层法庭工作中没有惊

天动地的大案要案，但很多

小案件都饱含当事人无奈、

愤怒甚至绝望的情绪。在李

姜看来，作为法官，除了扎实

的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法

官的用心和同理心也很重要。

李姜曾办理过一起交通

事故案件，双方驾驶员均在

事故中身亡，且均系家中独子，

留下父母、妻子和年幼的孩

子。原告方每次来到法院都

泣不成声，哭诉自己的悲痛

和对未来的焦虑，被告方则

认为儿子已经去世，还要被

告上法庭，情感上难以接受。

为此，李姜第一次上门送应

诉就被赶了出来。

“作为法官，能给予的最

温情的救援就是以最快速度

作出公正判决。”李姜告诉

记者，为了这个案子，她往返

湘潭、益阳两地 4 次详细调

查取证，6 次动情动理调解，

为双方厘清法律关系和各方

责任，并指导被告方向保险

公司索赔。不到两个月，双

方都顺利拿到了理赔款。案

件办结后，原告方抱着不到

两岁的孙女来到法院，对李

姜说：“谢谢你给了这个可怜

的孩子一条生路。”

改法律文书为便捷“填空式”，研发“法官约见微信平台”

女法官“爱折腾”：为正义，也为真情
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见到李姜时，她正在指导诉讼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将一桩劳资纠纷案件分流到当地派出所进行调解。“这是我们近年来开展的‘诉源治理’工作，这
有助于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开展，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李
姜告诉记者。

“诉源治理”工作，是李姜和同事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重要指示的积极探索之一。现任岳塘区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李姜，被同事们取了个外号——

“折腾姐”，因为面对每一项工作，她总会想方设法“折腾”，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因为“爱折腾”，她先后
获得湘潭市法院办案能手、调解能手，湖南省三调联动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先进个人、全国法院新闻发言人电视大赛“十佳新闻发言人”等多项荣誉。

现在的李姜和团队的伙伴们继续奔跑在司法为民、勇于创新的路上。她说，她总想能多为老百姓琢磨
出更多的新点子，帮他们多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让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感受到更多的公平正义。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2020 年 5 月 18 日， 立 案 大

厅工作人员接到一位老奶奶的电

话，对方泣不成声：“我只有死

路一条了！”

原来，老人因赡养问题要起

诉两个女儿。但当李姜告诉她诉

讼相关手续时，她哭着说：“我瘫

痪好几年了，来不了法院呀！”

为此，李姜耐心询问她的个人

信息，通过网格化平台联系到了

老人所在的纯冲塘社区，请社区

主任上门核实情况。随后，李姜

把诉讼指引和格式化文本发给主

任，并联系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在社区的调解下，那位

老奶奶和女儿达成了和解。事后，

老人十分感叹：“万万没想到，我

一个躺在床上的婆婆子，打个电

话给法院，真就解决了我的困难。”

2020 年 11 月，88 名农民工

拉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聚

集在岳塘区政府，这其中还有 30

名残障人士。原来，他们是一家

企业的员工，企业因经营不善负

债累累，债权人一纸诉状告到法

院，冻结了企业全部账户，导致

农民工们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政府联系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请

求紧急协调解决。

李姜立即带上调解员一同前

往。现场一片嘈杂，各方争执不断。

她联合企业所在的街道利用底子

清、人员熟的优势，共同打好了

诉前调解的“组合拳”。几天后，

“撕”成一团的三方最终达成协议，

顺利完成了司法确认。受益的当

事人纷纷点赞道：“现在法院办案

真是进入了‘高铁时代’。”

这几年，李姜积极推进以法

院为主导的“大调解”格局，在

全市率先建立律师调解、特邀调

解制度；积极推进诉源治理，让“一

站式受理、多部门对接”的诉源

治理新格局在岳塘落地生根……

作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先进个人，李姜也在积极思

考女性权益维护的难点和重点，

比如离婚女性对子女的探视权问

题。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近年来，离婚后因子女探视权引

发的矛盾纠纷在现实生活中大量

存在，不仅给孩子造成心理伤害，

还影响社会安定。“探视权是一

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极

易引发新的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

件。”李姜表示，要使探视权得以

实现，必须想方设法消除当事人

双方对立情绪，同时动员社会力

量共同做好探视权案件的执行。

基层法庭 7 年的磨砺，让李

姜明白，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

很多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比较匮乏。

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她负责

宣传工作，便花了3 个月时间编撰

《法官教您如何维权》漫画手册。

这本手册将法律知识、典型案例

以生动活泼的漫画形式展现，发

放到全区各乡镇街道、社区、学校、

企业等地后，深受欢迎。

十多年来，李姜一直兼职担

任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并坚持

到学校开展法治教育活动。为了

让法治教育课变得生动，每一堂

普法课她都会根据孩子的年龄特

点创新形式，写童话剧的台本、

做道具，策划“动物王国审判庭”、

模拟法庭等，“我们的普法课不多，

这短短的 45 分钟，我希望我的‘折

腾’能让孩子们专注地听完、听

懂并记住”。

2017 年，李姜调至立案庭工

作。到立案庭上班的第一天，她

遇到一个既不懂什么叫“诉状”，

也不知道什么是“诉讼请求”，甚

至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清楚的当事

人。李姜的同事花了一个小时沟

通，但当事人还是一头雾水。

“我们要换位思考，如果是自

己的父母来打官司，要如何指导他

们才能懂？什么样的服务他们才会

觉得便捷？”李姜多次跟立案庭

的同事们探讨，如何让老百姓简便

诉讼并且快速处理纠纷？又有哪些

方式可以让立案工作化繁为简？

认真琢磨后，李姜又开始“折

腾”——她向法院党组提出改造

诉讼服务中心并建立诉前调解工

作机制，这正好与全国法院“一

站式”建设工作部署不谋而合，

让岳塘区法院的一站式建设谋划

早、起步早，各方面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

为了让诉讼更加“接地气”，

李姜整理了21 类诉讼立案指引，

简化各类格式文本，将起诉、管

辖、授权委托等事项简单明了的

告知，还将起诉状、执行申请书

等10 余种常用的文书改成“填空

式”，当事人只需要填上基本信息

即可。在医院看病时，李姜感受

到微信挂号的便捷，联想到当事

人找法官难的问题，她创新提出

借鉴医院“挂号候诊”系统，研

发“法官约见微信平台”。为了

给审判团队减负，她还提出将财

产保全工作、执行接待工作集约

到立案庭办理，创新建立“邮政

一体化服务”岳塘模式，将材料

收转、集约送达、档案整理等辅

助性事务社会化，提高诉讼服务

效能。后来，该项工作举措在全

省推广。

也要有同理心办案要用心

让法律更亲民坚持“折腾”

让司法服务更温情设身处地

李姜和当事人在一起。她说，司法中的公正与温情并不冲突。

李姜开设“动物法庭”，让孩子们的普法课堂生动有趣。

办公室外的电子显示屏，就是
李姜借鉴医院“挂号候诊”系统，
研发出的“法官约见微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