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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团队，她们头顶国徽，身着
审判服，站在家事审判台前，高举天平不倾
斜；她们脚踩泥土，不知疲倦地奔走在维护家
庭秩序、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路上，以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化解纠纷、调解矛盾，她
们以巾帼担当，托举起和谐北疆的一片晴空。

成立于 2022 年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
民法院赵婧工作室，是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和呼和浩特市妇女联合会共同在该市成
立的首个以法官名字命名的家事少年审判工
作室。该团队专注于婚姻、继承、抚养类等家
事纠纷，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宣告公民
死亡、失踪以及认定民事行为能力、指定监护
人的特别程序案件以及普法宣传等，成立至
今，团队5名女性工作者已圆满办结了1000
余起案件。“把每一个案件都当作自己的事来
办”是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审判庭庭长、
家事少年审判团队负责人赵婧的工作信条，
更是团队每个人秉持的工作准则。

三进乡村 修复亲情
“真没想到，当着法官的面不仅把话说

明白、钱付清、事了结，还修复了我们之间的
血缘亲情……”

2023年3月，赵婧工作室圆满审结了一
起继承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家事少年审
判团队法官的见证下履行了判决书确定的给
付义务。

张爷爷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去世，其大
儿子张甲于2021年12月14日将张爷爷账户
中的18万元转入了自己账户，并称该笔转账
为张爷爷的赠与。张爷爷的二儿子早年去
世，小张作为张爷爷二儿子的代位继承人，一
纸诉状将张甲诉至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18日，赵婧工作室将法庭“搬
到”保合少镇恼包村，在村委会对该案进行审
理。经庭审核实，张爷爷从未说明将该笔存款
赠与任何人。原被告作为被继承人子孙，两人
均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参与了安置后事。

“被告张甲作为被继承人的儿子，尽心
尽力处理墓地事宜、妥善安置其母亲，并且老
人生前将所有积蓄转至张甲账户。依据相关

法律规定，张甲应当适当多分遗产。”团队工
作人员祁婧说。

“被继承人的儿子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且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遗嘱，因此应当由被
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本案
中，小张经常陪在被继承人身边，不仅尽到了
赡养义务且参与了被继承人的后事。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小张有权代位继承爷爷的遗
产。”团队工作人员许梦娜告诉记者。

两个月后，案件有了裁判结果，法官将
案件判决书送至当事人“家门口”，并为当事
人耐心讲解了判决内容。2023 年3月，案件
双方当事人特地要求在赵婧团队的见证下，
履行给付义务，修复亲情关系。

用法用情 迷途知返
“赵阿姨，我决定继续上学了。”2023 年

国庆假期结束不久，赵婧就收到少年小李发
来的信息。

两年前，小李曾参与了一个抢劫案件。
案件诉至法院后，赵婧团队对小李进行了多
轮家庭教育和心理疏导，在赵婧的引导教诲

下，少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退赔财
物，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为了尽量降
低对涉案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帮助他们回
归社会，赵婧团队还向这位少年在内的几名
未成年被告人送达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告知书》。

案件虽然顺利解决了，但赵婧团队的工
作还没有结束。在沟通中小李曾表示自己无
颜面对父母，又因为无法融入学校生活而产
生了退学想法。“我害怕他真的退学不念了，
几次打电话反复开导他，幸好他想通了。”赵
婧告诉记者，与小李类似这样的交流，已经持
续了两年之久。

对于每一个走上歧途的孩子，赵婧团队
都秉持刚柔并济的原则，扮演着“严母”和“慈
母”的双重角色。“既要疾言厉色、威严庄重，
又要耐心开导、和风细雨，为迷途少年们点亮
灯塔，照亮他们前行的方向。”赵婧说。

联合办案 全力守护
“赵法官，我又见到我的女儿了……”近

日，杨先生给赵婧打来电话开心地说。

2023年3月24日，赵婧团队开庭审理了
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在这起家事纠
纷案件中最让团队工作人员牵挂的，是原被
告双方5岁的女儿小花。

原被告王先生与杨女士因生活琐事夫
妻感情破裂，于2022年6月经调解离婚，双方
约定女儿小花由杨女士抚养，王先生享有对
小花的探视权。小花生活居住、学习均在呼
和浩特市。

2023年，王先生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称离婚后杨女士违背离婚时双方对孩
子抚养的约定，频繁更换居住地，近期擅自将
小花带回巴彦淖尔市生活居住，杨女士还将
其联系方式拉黑删除，致使原告无法联系到
小花，无法行使探视权，故请求变更小花的抚
养关系。

“本案中，被告杨女士辩称，双方协议离
婚，调解书约定孩子由其抚养，婚姻存续期间
经常遭受王先生殴打，且王先生在探视女儿
过程中经常与杨女士发生争吵，无奈之下杨
女士才将孩子带离呼和浩特市。王先生还拖
欠了部分抚养费，其并无能力抚养女儿。”许
梦娜向记者介绍说。

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意见分歧
较大，现场气氛剑拔弩张。为平复双方当事
人的情绪，为小花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庭审
后，赵婧团队主动联系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
民法院，函请开展联合协同办案，委托临河区
人民法院为王某争取探视机会，同时对杨某
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疏导。

在赵婧团队和临河区人民法院法官的
共同努力下，王先生终于时隔三个月再次见
到了女儿。同时，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
杨女士解开了心结，表示愿意积极配合王先
生对孩子履行探视权。

几年来，赵婧工作室的5名女性工作者
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用公平正义温暖人民
群众的心田，用赤诚之爱呵护迷途少年，切实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家庭稳定，为构
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巾帼力量。

（文中涉案当事人均为化名）

初心如磐担使命 铁血柔情绽芳华
——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赵婧工作室

本报记者●刘琪

孙艳红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她在担任法官的岁月里，先后荣
获了“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区优
秀法官”“全区十大法治人物”“自治区专家型
法官”“全区法院个人一等功”“赤峰楷模”“赤
峰市十大法治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荣获最高
法院“荣誉天平”奖章。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访了翁牛
特旗人民法院，采集了孙艳红的几个工作片段。

孙艳红在担任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庭长期间，一个案子的上诉人是某建筑
公司夯水泥的工人，因长期穿雨靴在水泥里带
水作业，脚趾被霉菌严重感染做了截断手术，
出院后被公司解雇，称其病因不符合工伤认定
条件，人社部门及一审法院均未作出认定。二
审开完庭后，经孙艳红等法官的释法明理，最
终消除了他的疑虑。考虑到该工人的实际困
难，孙艳红多次与公司代理人、负责人沟通协
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公司同意支付两
万元生活补助。

在孙艳红的带领下，中院行政庭连续五
年夺得全区法院行政审判绩效考核第一名。

2023年2月28日，内蒙古某合金材料制
造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某新能源科技公司签订

《采购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因货款
支付、产品交付等问题发生争议，某合金材料
制造有限公司将对方诉至翁牛特旗法院，要求
对方支付所欠货款及迟延利息、支付违约金，
并继续履行合同。

受理案件后，孙艳红高度重视，多次带队
到该企业了解探究纠纷争议状态及诉求。在与
被告公司沟通过程中，获知其在江阴市人民法
院滨江法庭也起诉了原告，该院已并立案受理，
要求内蒙古某合金材料制造有限公司解除未
履行部分的合同。

孙艳红多次与江阴市法院协调沟通，快
速固定了案件无争议事实并确定审理争议焦
点，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最终被告公司
在江阴市法院申请撤诉，支付所欠货款并继续

履行合同，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2023年11月10日，内蒙古某合金材料制

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为孙艳红送上锦旗和感
谢信，对法院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在一次次深入农村、牧区走访调研中，孙
艳红发现法院每年新收80%的案件来自农村，
多为土地权益、邻里矛盾、经济往来、家庭婚
姻、赡养抚育等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她深知
解决纠纷既需要法官公正审理，也需要做好诉

前调解。
翁牛特旗法院大力弘扬“马背法庭”优良

传统，突出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重点
环节，加强部门协调联动，促进法院工作重心
前移、力量下沉、内外衔接，以院内相关庭室和
基层法庭为依托，组建了7个“巡回法庭”和
284个法官便民工作室，把司法服务送到乡村、
社区群众家门口，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
决在初始，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院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为大兴调研普法之风，孙艳红牵头创办
了内部刊物《翁法审判》，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作
用，组织全院优秀青年干警成立“青岩”调研小
组，定期深入基层针对疑难复杂和频发案件进
行调研，完成各类调研文章50余篇，努力把调
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依托“蒲
公英”女法官宣讲团，扎实有序开展进基层、进
校园、进机关、关爱妇女儿童和关爱关怀老年
人等“三进两关爱”活动95场次，拍摄“蒲公英
说法”187期，受益群众10余万人次，“调研普
法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近年来，该院诉前调解成功率始终保持在
80％以上，审判案件结案率94％以上，案件平
均办理天数由2021年41.97天、2022年33.43天
缩短到2023年的24.27天；2023年，执行案件结
案率91.22%，首次执行案件结案平均用时仅
34.52天，执行“3+1”核心指标在全市基层法院
名列前茅，审判执行工作实现质的飞跃。在孙
艳红的带领下，该院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柔肩担重任 巾帼谱华章
——记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孙艳红

本报记者●宋宏颖 通讯员●屠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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