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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希望法官能够消除他的失信记
录，今天我替我侄子把钱还了。他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
不能当“老赖”……”2019年6月份，孟州市法院执行局办
公室，梁某的伯父对法官说。

据悉，被执行人梁某与申请人袁某是生意上的合作伙
伴，2017年12月，梁某因资金紧张向袁某借款8500元，并
出具借据一张，约定使用期限3个月。到期后，经袁某多次
催要，梁某均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最终，袁某将梁某起诉
至孟州市法院。案件判决后，梁某依然拒不还款，袁某于是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期间，法官了解到梁某因经营不善，生意已经破
产，同时还欠下其他高额外债，现在一家人只能靠打零工勉
强维持生计。法院也一直未能查到梁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

“法官，事已至此，算我倒霉！这些钱等梁某以后确实有
能力了再还吧。”袁某无奈地向法院递交了撤回执行申请书。
但让袁某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又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
话。

“袁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梁某欠你的8500元钱有着
落了，你抓紧时间来执行局领钱吧。”梁某一头雾水地赶到
执行局，却发现还钱的是梁某的伯父。

原来，孟州市法院执行局近期因其他执行案到梁某所在
村村委会进行沟通，梁某伯父正是村委委员之一，其无意中
听说了梁某的案子，想到自己还是村委会干部，顿时觉得失
了颜面：“法官，啥也别说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个事
情我帮他。”

梁某的伯父不忍侄子因此背上“老赖”之名，不仅积极
撮合与袁某达成和解，还自掏腰包，主动到法院替梁某履行
了义务。

为摘侄子“老赖”帽子
伯父主动帮忙还钱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偏偏有
人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近日，在解放区法院的强制执行
下，一男子终于还清了一笔6年前的老账。

2013年，谢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向朋友冯某借款26
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和利息，并以一处自有房产进行担
保。到了还款期限后，谢某却以种种理由拒不还钱。2016
年，冯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谢某立即支付欠款及利
息，但是谢某仍置之不理。于是，冯某向解放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该院执行局立案后，迅速组织力量对谢某展开执行。承
办法官经查询发现，谢某除名下的一处自有房产外，无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2019年8月初，该院将腾迁公告张贴到谢
某家门口并向其送达了通知书，限令其按期腾房。面对左邻
右舍的指指点点，谢某仍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了
不起？我就不信他们能怎么样，我的房子谁敢动！”

2019年8月21日，解放区法院组织警力到达谢某居住
地进行强制腾空行动。执行干警一边清点屋内财产，一边安
排搬家公司待命，并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

“你们这是要我老命啊，我们可就这一套房子，这是要
往绝路上逼我们啊！”看见来了许多干警，谢某的母亲和妻
子开始哭闹起来，屋里顿时乱作一团。

“老人家，您儿子在外借钱不还，成了‘老赖’，是要负
法律责任的。我们这是在依法办案，你们若执意阻挠，也都
会被司法拘留的。”干警严厉地说。

见“苦肉计”不管用，躲在屋里的谢某立刻跑出来：
“法官我错了，这钱我马上还，我先付10万元，剩下的钱我
保证尽快结清，请你们千万不要收走我的房子。”谢某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主动向申请人求和。当着承办法官
的面，谢某采用现金、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向冯某偿还了
10万元债务。随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法院强制腾房
“老赖”慌忙还债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一名“老赖”天天开着宝马车招
摇过市，但就是不履行法院判决。近日，中站区法院将这名
嚣张的“老赖”拘传至法院，同时扣押了他的两辆车。

2018年9月，李某因做生意向王某借款50万元，并约
定了还款期限。到期后，李某拒不还款，王某起诉至中站区
法院。

“法官，李某的钱现在都投在生意里，他手头肯定没
钱，但我知道李某名下有两辆好车，我请求诉前财产保
全。”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李某仍然未
按协议履行。王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后，执行干警迅速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查找财
产，但一无所获。得知李某躲在乡下的家中后，执行干警立
即找到李某，要求其抓紧履行偿还义务。李某虽然答应了，
但此后既不到法院处理案件，也不履行还款义务，像人间蒸
发了一样，到处找不到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某急得不得了。“法官，你们快
来！我终于发现李某了，他的宝马车停在县城一小区里。”
2019年7月31日12时，接到王某电话后，执行干警顾不上
吃饭，立刻前往李某租住的小区。炎炎烈日下，经过3个多
小时的蹲守，执行干警终于将准备开车外出的李某堵在小区
门口。

“李某，终于抓到你了，看你还往哪儿躲？”执行干警一
边将李某带下车，一边准备查找其另外的车辆。

“我没车了，不是，车子不在这儿……那辆车在我老婆
名下。”看执行干警动真格的，李某惊慌得语无伦次，不停
地阻挠执行干警进入小区。经过一番查找，执行干警终于发
现了李某停在小区里的另外一辆别克君威轿车，并当场将车
扣押。

李某在得知自己如
果 不 尽 快 履 行 案 件 义
务、法院将依法对其名
下 的 两 辆 车 进 行 处 置
后，连忙向法官表态：

“我知道错了，这回真的
还钱。”

王某看到案件有了重
大进展，终于松了口气：

“太感谢了！你们真是不
容易，这种人我以后不会
再和他做朋友了。”

开着豪车当“老赖”
法院拘传促履行

本报讯 （记者郭嘉莉）“法
官，我们心里很难受！我们都退休
了，单位还拖欠社保金不给缴，请
一定给我们做主呀！”近日，8 名
原玖海贸易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来
到中站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据悉，市玖海贸易有限公司前
身是国营糖烟酒公司，改制后员工
从原国营企业延续而来，公司虽早
已不经营，但未在工商部门注销，
其员工的劳动关系也依然挂靠在公
司。2015 年，玖海贸易有限公司

16 名在职职工以公司拖欠其养
老、医疗保险为由将公司诉至法院
并胜诉。但是，由于玖海贸易有限
公司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法院几经周折，将属于玖
海贸易有限公司的几处房产进行查
封拍卖，最终在 2017 年将拍卖所
得100余万元用于补偿16名职工的
养老、医疗保险。

2019年年初，王某等8名退休
职工得知这一消息后，向中站区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支付

拖欠的养老 保 险 费 和 医 疗保险
费。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王某等
8人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8万
余元。

“法官，这都是老黄历了，公
司早就不经营了，再说几年前补偿
过一批人员的社保费后，真是什么
钱都没有了，让我拿什么给他们补
啊！”公司负责人说。玖海贸易有
限公司不服判决，向市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但玖海贸易有限公

司仍未按判决内容履行义务。
社保金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为妥善处理好这起案件，
执行法官多次上门做工作。“你的
公司虽然早已不经营，但当初这
些职工是全盘接收过来的，在你
这里工作一天，就有权享有一天
单位缴纳的医疗、养老等保险，
这是受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执
行法官说。

“唉，我现在也是困难重重，
多次经营公司都不顺利，手头也是

十分紧张。”公司负责人说。
“没钱不能成为你拒不执行的

理由。你想想这些老百姓如果没有
了基本保障，他们该咋活？你现在
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处处受
限，这都是污点，对你做生意有很
大影响，你可要想清楚了。”在法
官的耐心开导下，玖海贸易有限公
司负责人最终主动履行了执行款。
拿到拖欠已久的保险费后，王某等
8名老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

中站区法院：为八位老人讨回八万元社保金

“同乡同学庆军兄，一生清廉、公而忘私，英年早逝，转眼已
经一年。幸而时代没有忘记，国家没有忘记。九原可作，吾谁与
归……”这是今年市中级法院法官范炳鑫在李庆军同志逝世一周
年之际，写在朋友圈里的一段话。2019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委追授李庆军同志“全国模范法官”和“河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荣誉称号。作为李庆军曾经的同窗、老乡和并肩战斗过的

“战友”，范炳鑫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时间回到10年前的2009年。这一年，省高级法院为集中办理

积压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从省高级法院和各个地市中级法院抽
调180余名法官组成9个巡回合议庭，到各地市进行巡回办案，李
庆军和范炳鑫恰好分在一组，成为“同事”。

近日，记者走进市中级法院，聆听法官范炳鑫和李庆军一起
工作生活时的点点滴滴。

本报记者 郭嘉莉

巡回合议庭成立后，李庆军和范炳鑫所在小组被委派到新乡市中级
法院进行审案。案件多、任务重，李庆军作为巡回合议庭的审判长，每
天都将工作安排得满满满当当。“他是一个特别爱较真、对工作极端负
责的一个人。”范炳鑫回忆道。

家住新乡市封丘县某村的张某，与邻居因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闹
到法院。由于张某不服新乡市中级法院的判决，遂向省高级法院申请再
审，案件很快流转到李庆军所在的巡回审判小组。为了弄清案件的来龙
去脉，李庆军决定带领小组成员上门了解情况。张某家所在的村十分偏
远，由于不熟悉路况，一大早就出发的李庆军走了近3个小时才赶到张
某家。经过实地调查，李庆军心里很快有了谱，开始分头做张某及其邻
居的工作。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13时多，大家饥肠辘辘，提出先
找地方吃饭，下午再继续工作。此时，李庆军却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袋
馍。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大家面面相觑，他却笑道：“怎么，这白面
馒头不比我们上学时吃的粗粮馍强吗？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当事人的
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分秒必争，抓紧时间解
决当事人的问题。”李庆军就是这样的“倔”，当事人的问题解决不了，
他绝不罢休。经过李庆军耐心细致做工作，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协
议。当李庆军小组一行赶回新乡市中级法院的时候，已经是20时多了。

这一顿工作餐让范炳鑫刻骨铭心。“庆军总是说，以前的日子苦，
现在条件好了，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他还时常叮嘱我们，要真正吸取
马锡五审判工作法的精髓，法官要多到基层去、到当事人身边去，因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审判权。”范炳鑫说，李庆军的“倔”
和爱较真是出了名的，这种工作精神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

不仅审案子，对于裁判文书的编写，李庆军也苛刻到了钻牛角尖的
地步。大家每次写好的文书，李庆军都会亲自过目，提出修改意见，对
于写的不合格的文书，会毫不留情地打回去，要求重写。包括驳回的裁
定，他都要求做到说理充分，所以在李庆军小组办结的案件里没有出现
过一起再访的情况。“在庆军的指导下，修改后的文书确实大不一样，
我们心里都无比佩服。”范炳鑫由衷地说。

爱较真的“倔”法官

李庆军时刻牢记，自己是从老百姓中走出来
的，他倾尽心血、忠诚履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
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他对审判事业的忠诚热爱，
更是因为他有一颗拳拳为民之心。

李庆军常说，老百姓是咱亲人，对待上访群
众要始终保持耐心，对贫困群众始终保持爱心，
对每一个当事人始终保持公正心，接待每一个当
事人，都要拿出最大的热情。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新乡市原阳县有一位老人，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小儿子身患
小儿麻痹，没有劳动能力。家庭的变故，彻底击
垮了老人。老人从此变得恍恍惚惚，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大儿子出事后，经过法院判决，老人
儿子所在单位已将全部赔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了老
人。但由于老人精神受到打击，总觉得当时自己
受到了欺骗，补偿款没给够，于是便开始不停上
访。

几乎每天，老人都会骑着三轮车带着小儿子
或者老伴前来法院，成了法院的“常客”。每次老

人来，李庆军只要在，他都会热情地将老人迎进
屋，端茶倒水，嘘寒问暖，耐心倾听老人诉
说。有时到了中午，李庆军还会自己掏钱请老
人一家吃饭。晚上，当李庆军回去休息时，老
人的电话还会打来，但每次李庆军接到电话，
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耐心听老人诉
说。最晚的一次，他在电话里一直同老人说到
次日2时多。

“李法官你是好人啊，我也知道做得不对，可
我最优秀的儿子不在了，我是真的忍不住想他，
一想我就会犯糊涂。”老人白天时大脑会清醒很
多，会跑到法院向李庆军表示认可法院的判决。
但是到了晚上，老人就又开始胡思乱想，此时就
会给李庆军打电话诉苦，而李庆军总是耐心地接
听。一次、两次、三次，老人不知往法院跑过多
少趟，李庆军也不知为老人掏了多少次钱，接过
老人多少个晚上打来的电话。有人劝李庆军算
了，他却说：“老百姓太难了，他们为什么不停地
找我们，那是老百姓心里真的有解不开的结，遇
到难处了呀！”

老百姓是咱亲人

在新乡一起工作的一年，范炳鑫和李庆军结
下了深厚的兄弟情义。“我和庆军真正熟络起来就
是在这一年。中学时期，我们虽在一个学校但不
同班，只是互相知道，并不熟悉。直到我们分在
一起工作，才知道他到了省高级法院。”范炳鑫
说。因为两人既是同乡又曾是同窗，工作上配合
得十分默契，同时生活上李庆军也像兄长一样照
顾范炳鑫。

“庆军人缘非常好。由于原来上的是师范院
校，他在教育界的朋友特别多，来新乡工作的一
年，他也会抽空和这些老朋友相聚，每次都会带
上我。但是每次吃饭他从来没让我掏过一分钱，
都是他自掏腰包偷偷把账给结了。”范炳鑫说。

工作上遇到难题，范炳鑫也爱向李庆军请
教，李庆军总会耐心地帮他答疑。“其实我俩以前
都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庆军后来又考上了西南政
法大学，学习了专业的法律知识，所以请教他，
我也最放心。他就像我人生路上的另一位老师，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都教给了我很多东
西。”范炳鑫眼眶红红地说。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在李庆军的带领下，
该巡回合议庭再审案件复查的撤调率达到 25%，
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范炳鑫的工作鉴定
中，李庆军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范炳鑫说：“其

实都是庆军带领得好，他这是给我们鼓励，希望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做出更好的成绩。”回到各
自岗位后，范炳鑫与李庆军仍时常联系，或探讨
工作，或拉拉家常，就像亲兄弟一样。

“当时真的感觉不到任何的异样，他从没有在
外人面前流露出一点生病的迹象，给人展现的总
是阳光、健康的一面。我如果当时能再多问两句
就好了。”范炳鑫说，2018年9月4日，自己到省
高级法院汇报工作，由于好久没见李庆军，便给
李庆军发了两条微信，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知道他工作忙，我便没多打扰就回焦作了，直到
9月20日中秋节，我又给他发了一次微信，过了
一天他给我回复，只说可能需要休息半年，有事
电话联系。事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做了
手术，正在医院里观察。但是，他对此只字未
提，就是怕大家知道了去看他，怕给我们添麻
烦。”范炳鑫说起来内心还是充满愧疚。

没想到这次微信联系，竟成了范炳鑫和李庆
军最后的告别。2018年9月28日，李庆军终因病
情加重，医治无效逝世。

“这些信息，我会一直保留着，因为看见它就
仿佛还和我的好兄弟在一起，而庆军也不曾离开
过似的。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范炳鑫动情
地说。

亦师亦友兄弟情

焦作法官范炳鑫回忆录——

和李庆军在一起的日子

李庆军同志生前是省高级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系全国模范法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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