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陈凤

大大的舞台， 夺目的灯光， 星光熠熠的幕布……这里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 也是第三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评选现场。

2020 年 9 ? 3 日下午 2 点， 台下 100 ?双期待的眼神

聚焦在台上， 23 位法院青年将在这里轮番上场， 站在台前

讲述自己的故事， 秀出法院青年真实的模样。

上台吧，青年！

第一个出场的是徐汇法院知产

庭法官于是。 他信步上台， 聚光灯

打在他的脸上。 法官职业的真谛是

什么？ 知产法官的工匠精神何在？

于是一一慷慨道来。

紧接着是闵行法院立案庭法官

吴瑞益， 他抛出一个问题： “青年

法官的再进一步能够抵达哪里？”

运用 Tableau 进行数据提炼分析，

将可视化图表融入流程管理， 积极

推进闵行区涉性侵人员从业限制的

机制建立， 推广“上海版梅根法

案” 他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虹口法院金融庭法官任一热爱

足球， 他用足球运动中体会到的三

点感悟谈自己对法官的理解： 做法

官要滴水不漏， 着眼大局， 团队协

作。 奉贤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林庆强

喜欢品茶， 他认为， 办案急躁冒

进， 就像猛火煮茶， 味道虽浓， 却

苦涩难咽； 待人虚情假意， 就像冷

水泡茶， 汤色虽好， 却寡淡无味，

只有遵循规律， 付出真心， 方能泡

出好茶， 办出好案。

青浦法院民庭副庭长徐冬梅讲

述了一件发生在她父亲身上的真实

故事， 牢牢抓住了台下观众的心。

徐冬梅的父亲是个农民， 虽然现在

田里农活少了， 但是闲不住的父亲

有时还会出去打工， 一天， 她发现

父亲在日历上圈标出工的日子， 说

以后就数这些圈圈来结算工钱。

徐冬梅第一反应就是： “老

爸， 你们都没签书面合同， 万一对

方不认可， 咱有何证据证明施工的

事实和价格呢？” 父亲憨厚笑说，

不会的。 这件事， 让徐冬梅想到众

多农民工们就是拿着一张张自己记

账的清单来主张工程款的案子，

“法官裁判不能脱离社会现状和民

事习惯， 法律规则的运用需要法官

带着对现实的认知和对人性持有的

善意。” 徐冬梅娓娓道来， 真诚地

与大家分享着自己的亲身感悟。

“应变能力挺好” “太优秀

了” “致敬青年榜样” ……直播平

台上评论不断， 活动持续升温。

金融法院综合二庭法官沈竹莺

代表金融法院“出战”。 作为一家

刚成立两年的法院， 金融法院是第

一次参加“十佳青年” 评选， “创

业亦是守业， 创新亦是传承。” 沈

竹莺感情充沛地讲述着创业者“金

一代” 的硬核青春。

上铁法院行政庭法官孙焕焕是

第二次参加十佳青年评选了。 她坦

言， 自己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就是

虽然极度不善言辞， 却能有勇气再

度站在舞台上和大家做分享 。

“丧， 太简单了， 顶着焦虑一起热

爱生活， 才是真的酷。”

“很多人说我名字起得不好，

非易非易， 就是不容易嘛， 索性改

名叫李难算了。” 上海二中院商事

审判庭法官李非易压轴出场， 他的

幽默开场立即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我不

是一人， 我是法院青年的一份子。

我们每个人将自己活成一束光， 我

们就是一片光源。 每个人让世界变

好那么 0.01， 我们的法治环境， 又

将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我愿意为之

奋斗！” 最后， 他慷慨激昂道。

掌声响起， 23 名候选人全部

演讲完毕。 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是

紧张的评选揭晓时刻。

是荣誉，也是历练
23 进 10， 竞争激烈， 每个候

选人都带着荣誉和使命感而来。

“大家都铆足了劲， 想要把自

己最精彩、 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徐冬梅表示， 参加这次评选是荣

幸， 也是历练， “比如写 3000 字

的成长稿， 比我写十几个判决书都

艰难，” 她笑着说， “本来我还以

为只有我觉得难， 后来发现其实大

家都很难。”

确实， 从今年 6月第三届上海

法院十佳青年评选启动至今， 对于

这 23 名法院青年而言， 是脱胎换

骨的三个月， 从 3000 字的个人故

事、 800 字介绍、 150 字的高度凝

练简介， 到拍摄形象视频、 站在台

前演讲， 对于这些大部分时候坐在

办公室写判决书、 坐在法官席上审

理案件的法院青年来说， 很有难

度。

“过程真的很累，” 李非易坦

言， “但是收获也确实很大， 从写

作到表达， 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

升。 做完之后还挺佩服自己的， 原

先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 竟然也完

成了。”

崇明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曲翔是

候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也是唯一

一位 90 后的法官助理。 “参加这

次活动， 更多的是抱着学习的心

态。” 与来自全市各个法院各个条

线的优秀前辈共同参加评选， 让曲

翔感到荣幸和兴奋， 他觉得自己不

仅代表崇明法院， 也希望能够代表

广大的 90 后法官助理说出大家的

心声， “让大家看到， 我们也闪着

光。”

静安法院民庭法官白云是涉老

审判团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法官， 她

经常被案件中的老人们亲切地称为

“小白法官”， 她认为： “输赢不重

要， 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讲述涉老审

判的故事， 呼吁全社会更多地关注

老年人的问题， 希望通过我们的审

判工作让老年人生活得有底气、 有

保障。”

宝山法院执行局法官曲劲松很

珍惜这次机会， 他认为， 这次评比

更进一步地明确了他的工作思路和

法治信仰。 他说， “虽然是我个人

得奖， 但不是我个人的荣誉， 这份

荣誉属于宝山法院， 属于所有执行

法官。”

普陀法院民庭副庭长朱骏是个

技术青年， 热衷于用技术变革驱动

审判工作发展。 对于他来说， 最痛

苦的环节也是写作， “平时写的比

较多的是偏理性的说理文章， 这种

对自己进行总结的文章确实很有难

度，” 朱骏说， “但无论结果如何，

这是对自己 16 年法院工作经验的

总结， 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海事法院司法警察王新峰 5 年

前从部队转业到海事法院成为一名

法警， 自称是一名“老兵新警”，

冥冥之中他觉得自己与“十佳青

年” 评选“挺有缘分”。 “徐玮

（第二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称

号获得者） 听说这次是我代表海事

法院参加评选之后， 给我发来了一

张照片， 是当时她参加评选时我陪

她一起出勤拍摄外景的合影，” 王

新峰说， “同为海事人， 徐玮给了

我很多指点建议和鼓励， 这也是一

种‘十佳青年’ 精神的传承吧。”

除了审判人员和法警， 此次评

选里还出现了司法行政人员的身

影， 高院办公室刘志超就是其中之

一， 这是他第一次从幕后站到台

前， “以前参加类似活动都是以幕

后人员的身份参加， 帮助选手做可

视化培训、 制作 PPT 等等，” 刘志

超说， “这次参加评选有机会审视

自己的过往， 回顾自己一路的成长

和收获， 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法院

青年， 非常感动。”

下午 5 点， 评委们按下投票

器， 结果当场揭晓。 有人为十佳青

年喝彩， 也有人为提名奖获得者鼓

劲。

但是， 对选手们来说， 这远不

是终点， 而是新的起点。 法院青年

的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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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法院青年
———第三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评选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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