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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时代变迁
艰苦复杂的环境袁清贫拮据的生活袁紧张忙

碌的工作袁严格遵守的纪律袁这是李树桐曾经历
的峥嵘岁月遥 说起往昔的故事袁她深有感触的是
自己所衷爱的审判职业遥
在李树桐的职业生涯中袁她在审判一线走过

了 33个年头遥 她深爱着这份职业袁岗位上袁她忘
我工作袁收获了累累硕果曰她深爱着脚下的土地袁
在这里袁她尽情驰骋袁迎来了事业巅峰遥

李树桐的职业之路激荡人心遥
1950年 3月袁 结束了 4年的短暂教师生涯袁

李树桐随丈夫调至归绥市人民法院渊呼市中级人
民法院前身冤袁 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院人遥 这一
年袁她只有 22岁遥

野哪里需要哪里就是家袁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去遥 冶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梦想袁年轻的李树桐收
拾行装袁远走他乡袁来到偏远北疆内蒙古遥 从此袁
她扎根边疆袁献身审判事业遥

进入法院后袁李树桐从零学起袁一边刻苦钻
研业务袁一边埋头审判工作袁很快便适应了新环
境袁胜任了新岗位遥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袁再到
审判员袁她一步一个脚印袁一步一个台阶袁扎扎实
实工作袁踏踏实实做事遥
那时袁法院没有审判庭室袁但设有相关的工作

组遥李树桐先后在民事尧刑事审判工作组从事审判
业务袁并承办了大量婚姻尧债务尧继承等民事案件袁
以及杀人尧盗窃等刑事案件遥 她知苦不言苦袁知难
不畏难袁在百姓中宣传法律袁在是非间洞察真相遥
那时袁法院没有统一的制式服装袁只有简单

的工作服遥 李树桐穿着这身工作服袁行走在单位
和当事人之间遥新中国成立初期袁遗留问题繁杂袁
工作任务紧迫袁突击办案尧外出办案等成为常态遥
她克服一切困难袁书写文书尧调解纠纷尧审理案
件袁往往披星戴月袁事必躬亲遥

那时袁李树桐没有自己的家袁不能和丈夫一
起生活袁而是住在集体宿舍遥几个孩子相继出生袁
她只能将孩子寄养在周边家庭袁 交由奶妈照看遥
直到四子出生袁她才有了自己的家袁一家人才真
正生活在一起遥 虽然带着几个孩子袁但她从未耽
误过工作遥
李树桐在工作中成长袁在奋斗中成熟遥 她业

务精湛袁能力突出袁并脱颖而出遥 1956年袁基层法
院成立袁她开始担任新城区法院第一任院长遥

李树桐总能想起当年的工作情形袁一个大院袁
一排平房袁9名工作人员袁 昔日的新城区法院坐落
于鼓楼附近遥 由于案多人少袁管辖范围广袁导致法
院的业务压力巨大遥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袁她明显感
觉业务知识已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袁于是袁开始主动
接受继续教育遥此后袁在函授大学尧夜校等地袁总能
看到她求知的影子袁 而每到周末袁 她又会赶到单
位袁安静地学习袁认真地答题遥
人生峥嵘几度秋袁岁月悠悠情悠悠遥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袁李树桐经历了事业的辉煌袁也经历了时
代的磨难和意志的磨砺遥1973年袁她被调至呼市中
院袁出任民事审判庭庭长遥12年后袁她光荣离休袁离
开了她所热爱的审判舞台遥

35年来袁李树桐扎实走好每一步袁踏实过好
每一天要要要

她善于调解袁从未办过一起错案遥她办理过多
少案件袁调解过多少纠纷袁走过多少路袁流过多少
汗袁已不得而知遥
她屡获殊荣袁却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遥不管在

哪个单位袁不管从事哪项业务袁她都是业务精兵袁
所获得的三八红旗手尧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数
不胜数遥
她备受考验袁依然顽强地坚守在审判一线遥她

坚定地相信党袁坚定地为社会和人民服务遥 她说院
野总结一生袁心中无愧浴 冶

她是抗日战争的野小哨兵冶袁她是共和国第一代法院人袁她是自治区基层法院第一任院长要要要

李树桐：人生峥嵘几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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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位老人袁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袁她的心
中装着大爱袁她的故事激荡人心要要要

她曾是一名儿童团员袁生在边区袁长在边区袁
从小接受革命洗礼袁 用一份忠诚保卫一方水土袁用
一颗真心守护父老乡亲遥

她曾是一名人民老师袁思想先进袁意识超前袁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袁 在炮火声中传播革命火种袁在
革命岁月厚植爱国情怀遥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法院人袁远离故土袁扎根边
疆袁从来不畏艰难险阻袁用满腔激情成就梦想袁用浓
墨重彩书写人生遥

她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第一任院

长袁陌上花开袁不负韶华袁勇敢面对各种困扰袁在工
作中彰显魅力袁在岗位上发光发热遥

她叫李树桐袁如今已是 91岁的高龄老人遥 在
90多年的人生履历中袁 她走过了激情燃烧的红色
岁月袁留下了精彩绝伦的红色记忆曰在 30多年的职
业生涯中袁她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与代价袁收获
了令人钦羡的掌声与喝彩遥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袁无
论从事何种职业袁她的心中有定力袁脚下有乾坤遥

见到李树桐袁 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
病房内遥坐在轮椅上袁往事一幕一幕袁清晰依旧遥病
榻前袁她娓娓道来袁讲起了尘封在记忆中的往事遥

演绎红色少年

手握红缨枪袁站在村庄口袁放哨站岗袁监视敌情袁这
是李树桐曾存储的时代记忆遥忆起年少时的景象袁她的
脑海时常闪现着儿童团的影子遥

儿童团是李树桐亲历的一段特殊时光袁 也是贴在
她身上的一个红色标签遥 那时袁她机智勇敢袁与志同道
合的伙伴轮流值勤袁守卫村庄袁守护百姓遥那时袁她小小
年纪袁与思想成熟的大人并肩战斗袁保卫国家袁抵抗侵
略遥

李树桐的孩童岁月与众不同遥
1928年 1月袁李树桐出生在河北省肃宁县一个非

常知名的乡村要要要路家庄村遥说它知名袁因为它是抗日
战争时期我党的前沿阵地要要要晋察冀边区尧 抗日根据
地遥

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李树桐特殊的少年时代遥
那时袁家中总有八路军尧游击队干部野光顾冶袁耳闻目染
间袁让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教育袁
她的思想随之一天天在进步袁一天天在升华遥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遥在这样的环境中袁李树
桐开启了学习生涯袁走进了抗日小学袁迈出了人生的第
一步遥 那时袁边区没有固定的学校袁她和伙伴们被分成
小组袁分散在村民家中上学袁接受新思想尧新文化袁解放
自己尧解放中国等革命思潮根深蒂固地植入她的心田遥

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袁李树桐加入了儿童团袁成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儿童团员遥 她和小伙伴三人一
组袁轮流值勤袁在村里进行站岗尧送信尧放哨等抗敌活
动遥 她是儿童团的宣传委员袁每天活跃在村口岗哨袁不
畏强暴袁不怕牺牲袁出色的表现袁令人刮目相看遥

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袁炮火纷飞袁战乱不断袁残酷
的野五一大扫荡冶和野蛮的野三光政策冶接踵而至袁李树
桐和乡亲们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遥但是袁枪炮没有
吓倒她袁刺刀没有吓倒她遥相反袁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袁她
得到了历练袁得到了成长遥

高小毕业后袁李树桐顺利地进入肃宁县师范学校袁
继续接受革命教育遥 那时袁抗日战争仍未结束袁她一边
学习一边战斗袁 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遥
1945年袁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遥 那一年袁她只有 17岁遥

师范学校毕业后袁 李树桐于 1946年参加工作袁成
为一名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遥 在学校袁 她传承革命精
神袁传授文化知识袁传播爱国情怀袁以一颗炽热的心袁投
入到了新的环境当中遥

寻觅革命爱情
精明干练的形象袁自信流利的表达袁简单知

性的装扮袁与众不同的气质袁这是李树桐最为欣
赏的女性特征遥 谈起崇拜的偶像袁她念念不忘的
是边区女干部遥

边区女干部之所以深深地嵌入李树桐的心
海袁 是因为这些女干部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观袁
而且影响着她的恋爱婚姻观袁以致于在最美的年
华袁她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干部遥

李树桐的恋爱婚姻不乏抗争遥
李树桐已无从记起边区干部入驻家乡的具

体时间遥那时袁边区的办公地点设在村民家中袁边
区干部住在村民家中袁并且和村民打成一片遥 革
命年代袁边区女干部是抗日根据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袁她们如清水芙蓉袁美得不加雕饰遥她们思想独
立袁内涵深刻袁精神自由袁为远离城镇的村庄注入
了新鲜血液遥

边区女干部给李树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袁她
羡慕她们的独立人格袁 更钦佩她们的独到见地遥
也就在那时袁她在心里默默为自己的未来作出了
人生定位袁她要做边区女干部那样的女子袁浑然
天成袁自然纯真袁有思想袁有内涵遥

碧玉年华袁芬芳盛开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袁
面对纷至沓来的说媒请托袁李树桐坚持自己的主
张袁坚定自己的信念袁自己的婚姻自己作主袁决不
任由他人干涉遥

经过多年的文化教育袁李树桐的思想已发生
了根本转变遥 她清醒地意识到袁婚姻能够决定一
个人的命运袁她不能草草地嫁作他人妇遥 对于婚
姻袁她有着自己的理解袁所谓伴侣袁一定要志同道
合遥 她的婚姻观念同父母等人产生了分歧袁她同
封建思想尧世俗礼教抗争着遥

1948年袁20岁的李树桐冲破了一切世俗偏
见袁排除了一切家庭阻碍袁不顾亲属的极力反对袁
与作风正派尧 清正廉洁的边区干部喜结连理袁组
成了野红色家庭冶袁开启了新的生活袁迎来了新的
人生遥

从来矢志不言苦袁唯有真爱多动人遥 作为村
里为数不多的教师袁李树桐勇敢地迈出了人生的
又一步遥她说袁能够从农村走出来非常不易袁能够
从世俗的偏见中走出来更加不易遥 她的婚姻尧她
的抉择袁让她打开了野梦想之窗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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