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
张秉文 ，张家口市宣化

区检察院公诉科 副 科 长 。
2013 年 ,他被评为 “全国最
美检察官 ”；2014 年获省特
等劳动模范 、 特等先进工
作者 、 “燕赵楷模 ” 等荣誉
称号 。

2003 年 4 月 7 日晚 ，
张秉文加完班回家途中遭
遇车祸， 昏迷了整整一周
后才清醒过来， 然而他的
左腿却被截肢了。

躺在病床上的 700 多
个日日夜夜， 张秉文承受
的 不 仅 仅 是 身 体 上 的 病
痛，还有精神上的磨难———
五次大手术、装配假肢、艰
难的康复训练……

2005 年 3 月， 这位铁
骨铮铮的汉子拖着沉重的
假肢毅然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

从家到单位的距离约
有 5 公里， 没有直通的公
交车。 每天早晨，张秉文从
家到公交车站要走一站多
地；下车后，还要走一站多
地才到单位。 拖着假肢，这
条路他就这样走了 9 年。

张秉文的左腿属于高
位截肢， 剩余部分不足 10
厘米，而且截面极不规则，
假肢与伤口结合处经常会
磨起水泡。 他常常是回家
后把水泡挑破， 涂抹消炎
药，第二天继续工作。

9 年了，张秉文没有一
次 因 刮 风 下 雨 而 耽 误 工
作， 没有一次因为身体不
适而请假休息 ,他在单位是
个出了名的工作狂 ,是大家
公认的办案能手。 公诉工
作程序繁琐，审卷、取证、
提人、讯问、出庭公诉、辩

论……需要耗费大量的精
力， 正常人尚且时常感到
劳累，何况一个残疾人？ 但
是张秉文在工作上从来不
把自己当残疾人看待 ，生
性好强的他在“质”和“量”
两方面都从严要求自己，
丝毫不肯落后于别人。

2009 年 8 月， 中央政
法委和高检院督导组来到
宣化，暗访政法工作。 悄然
坐在法院旁听席上的暗访
组工作人员 ， 对公诉席上
着装规范、行为严谨、控诉
有力的张秉文当场表明身
份并予以表扬 。 走下公诉
席时， 张秉文腿脚不便引
起了暗访组工作人员的关
注。 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
无不对他表示敬佩。

重返工作岗位后 ，张
秉文共办理各类公诉案件
300 余件 400 余人 ，成功追
诉漏罪 9 起、 追诉漏犯 3
人。 2009 年 7 月， 他成功
追诉了张家口市首例容留
他人吸毒案， 有力打击了
涉毒场所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 2010 年 5 月， 公安
机关以犯罪嫌疑人任某涉
嫌抢夺罪移送宣化区检察
院 审 查 起 诉 。 作 为 办 案
人 ， 张秉文深入分析作案
手段特征 ， 在补充完善证
据的基础上， 以抢劫罪和
抢 夺 罪 对 被 告 人 提 起 公
诉， 依法纠正了案件错误
定性 ， 彰显了诉讼监督权
威和良好的执法公信力。
2011 年 4 月， 他正确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成功
办理张家口市首例未成年
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公诉
案件……

（文 / 本报记者 郑伟）

[人物档案 ]
薛庆山 ，辛集市司法局

田家庄司法所所长 。 2005
年 ， 田家庄司法所被司法
部授予全国先进 司 法 所 ；
2007 年 ,田家庄调委会被司
法部授予 “全国标兵调委
会 ”；2011 年 , 他本人被评
为河北省先进人民调解员 ;
2013 年 ,他被评为司法部优
秀人民调解员 。

薛庆山，在辛集市田家
庄乡小有名气 ， 人们都知
道他是一名律师 ， 为百姓
打官司不要钱 ， 调解民事
纠纷不怕苦 ， 解答群众咨
询不嫌烦 ， 还将自己私人
电 话 公 开 为 法 律 服 务 热
线，整天响个不停。 他被人
们热情地称为“贴心人”、

“娘家舅 ”。 从 1995 年至
今， 他成功调解各种矛盾
纠纷 1200 余起， 提供各种
法律服务 860 余起，接受法
律咨询 3000 人次。

薛庆山刚当司法所长
兼调委会主任时， 每天都
面临辖区群众的各种问题 ,
还要指导 30 个村调委会学
法用法工作。 这让他认识
到：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才
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 他
花了三年时间 ， 通过自学
考试， 获得河北大学法律
本科文凭，学士学位。 2001
年，他通过全国司法考试，
获得律师资格。 现在，全乡
的老百姓 ， 凡有大事小情
都来找他，让他用法律“把
关”。 2013 年，在田家庄乡
工业区升级改造中， 薛庆
山给管委会与企业制作的
合同文本，被称为“标准合
同”。

薛庆山做工作接地气，
总结出了“三多”、“四心”、

“三情”、“快慢相济” 等工
作法，情理并重、快慢结合
化解民事纠纷。

2013 年春天， 田家庄

村 80 多岁的赵某李某夫妻
俩相互搀扶着来到乡调委
会， 诉说大儿子忤逆不孝
的行径。 原来，赵某夫妇因
赡养与大儿子发生纠纷 ，
多次争执，并发生互殴，经
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 。 大
儿子甚至和媳妇办理了假
离婚 ， 净身出户 ， 耍起了
“老赖”。 第二天，薛庆山将
赵某的大儿子叫到司法所
了解情况。 赵某的大儿子
说，他家一共弟兄三个，父
母看他家日子过得比弟弟
们强 ， 在赡养物品及药费
上故意让他多出钱 ， 他晚
几天给赡养物品 ， 父母就
当骂大街。 在随后的几天，
薛庆山和赵某 、 大儿子轮
流慢谈 ， 劝他们正确处理
父子关系 ， 最终化解了他
们之间的心结。

薛庆山是一名法律援
助律师，只要群众有事，他
都会用心去帮 。 2014 年 1
月， 倾井村的陈某夫妇骑
着摩托找到他 ,说两年前自
己的弟弟做生意借了她 10
万元钱 ， 弟弟给她打了张
欠条， 但上面没有还款日
期。 今年，她想加大生意投
入，找到弟弟要求还钱，弟
弟不但不还， 弟媳还出口
伤人 ， 声称借条已经过了
诉讼时效 ， 上哪儿告他们
都不怕 。 陈某夫妇咨询了
律师和法官 ， 都说官司打
不赢 ， 于是夫妻俩不抱任
何 希 望 地 到 司 法 所 再 问
问。 薛庆山建议他们从银
行调取汇款凭证， 证明借
款行为， 这样欠条就成了
借条，没有过诉讼时效。 之
后，薛庆山主动介入，将陈
某的弟弟、弟媳叫来，对其
说法教育 ， 使弟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为双方避免
了一场官司 ， 更避免了一
场“亲情战争”。

（文 / 本报记者 刘波）

[人物档案 ]
徐兆华 ，1977 年出生 ，现任临西县公

安局尖冢镇派出所所长 ， 该所今年被县
公安局和邢台市公安局推荐申报 “全省
执法规范化建设示范单位 ”。 2014 年 8 月
4 日 ，徐兆华为保护无辜群众 ，奋不顾身
控制精神异常者的危险行为并光 荣 负

伤 ， 他的英雄事迹经全国几十家媒体报
道后 ，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 临西县
委 、县政府号召全县政法干警向他学习 。

徐兆华今年 37 岁 ，却是有着 17 年公
安工作经验的 “老民警 ”。 他从基层民警
一步步干起 ， 现任临西县公安局尖冢镇
派出所所长 。 他的工作让领导认可 ，让群
众满意 。 而让他真正走进公众视线 ，却是
因为一起突发事件 。

2014 年 8 月 4 日 7 时许， 正在值班
的徐兆华接到报警，在临西县尖冢村南，
有一群众被该村精神失常的李某打伤。
接警后，徐兆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李某
已经进入村中。 当日正值该村过集，在集
市上购物的周边村镇群众很多。 徐兆华
连忙追赶到村内， 发现只穿一条短裤的
李某在集市上乱窜。 为避免李某受刺激
采取更加暴力的行为， 徐兆华没有立即
上前抓捕，而是与其保持距离加以警戒，
以便到行人较少的地段再采取措施。 但
随后的情况却转而危急， 李某受到一名
女摊主的指责，情绪突然爆发，抄起一把
利斧打烂摊位， 并追打该妇女。 危急时

刻，徐兆华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李某扑倒
在地，夺下斧头，并将其死死抱住。 32 岁
的李某人高马大， 加之精神失常， 被扑
倒后拼命挣扎反抗 ， 将徐兆华的脸部、
胳膊等多处抓伤， 又咬住他的耳朵不
放。 徐兆华顿时血流如注，他忍着剧痛，
始终没有松手， 直到其他民警赶来将李
某制服 ， 接着将李某送往精神病院救
治 。 等到徐兆华被送到医院救治时，人
们发现， 他的左耳被李某撕咬并吞下一
块， 已无法进行手术接合。 面对前来看
望的县公安局领导 ， 徐兆华平静地说 ：

“我受点伤没什么 ， 能够避免无辜群众
受到伤害，值！ ”

在医院治疗时， 徐兆华仍然不忘精
神异常的李某。 据了解，李某的父亲两年
前去世，妻子离家出走，上有年迈的母亲
需要照顾，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家里一
贫如洗， 过大的生活压力导致其精神异
常。 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各级领导，徐兆华
总是告诉他们要多关心李某一家的生
活。

徐兆华的英雄事迹， 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临西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政
法干警向他学习， 并给予他一定的物质
奖励。 徐兆华第一时间想到了李某，他从
组织奖励给他的慰问金中拿出一万元 ，
亲手送到李某家中。 这种以德报怨的博
大胸怀，使李某一家感动万分。

（文 / 本报记者 刘波）

[人物档案 ]
魏爱民 ，51 岁 ，唐县公安局石门派出

所副科级侦查员 。 曾当选第二届 “范党育
式公安民警 ”，2014 年被授予 “全国公安
机关爱民模范 ”、 “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 ”
荣誉称号 。

在唐县大茂山上的每一道山每一条
沟，每一户人家每一处房屋，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 他多年来扎根山区，对民情了如
指掌，是做群众工作的一把好手，也是我
省公安机关基层一线民警的标杆和缩
影。

2000 年， 魏爱民由部队转业到唐县
公安局，被安排在离家 50 公里的山区石
门派出所， 一个副营职干部转身成了一
个普通片警。 他踏实工作，任劳任怨，对

辖区的人、地、物、事、民情都能做到“一
口清”，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石门通”。 他
依靠群众抓打击、搞防范，所负责的辖区
多年未发生重大刑事 、治安案（事）件及
信访案件，深受群众爱戴和尊敬。 在 2014
年 3 月省公安厅组织开展的“寻找身边
最美警嫂”活动中，魏爱民的妻子佘彩平
被评为“最美警嫂”之一。 2014 年 10 月，
魏爱民作为“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代
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等的亲切会见。

《人民公安报》、《法制日报》、《河北
日报》、河北电视台、河北电台、河北新闻
网、 长城网等主要中央及省市媒体均对
魏爱民的事迹进行重点报道。

（文 / 本报记者 韩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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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物展示

25 年高墙“探亲”
———“五老”帮教团

[人物档案 ]
“五老 ”帮教团 ，1989 年成立 ,以老干

部 、老军人 、老党员 、老教师 、老模范为骨
干 ，王淑凤担任团长 。如今 ,帮教团成员已
由十几人发展到 40 人 , 其中近一半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 ,年龄最大的 85 岁 。 他们荣
获了 2013 年度 “感动河北群体奖 ”，被评
为 2013 年度 “沧州十大新闻人物 ”，2014
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 ，并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

25 年过去了 ,青丝渐成白发 ,已是 78
岁高龄的王淑凤仍然带领着当年的老伙
伴们义务帮扶海兴籍服刑人员。

“我今年 76 岁了 ,平时都是晚辈来看
我 ,我自己只走两门亲戚 ,一个是我快 90
岁的老舅 , 一个就是监狱里头那些个孩
子。 ”海兴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玉荣
老人是“五老”帮教团的元老 ,说话时满脸
笑容。

十几年前 , 王某因盗窃被判入狱，在
“五老”帮教团的帮助下 ,他在狱中学会了
车床技术 ,多次立功减刑。 出狱后帮教团
的老人们又帮他拉贷款 , 建起了养鸡场。
如今的王某已经是一家年效益 20 多万元
企业的“老板” ,他不仅自己富起来 ,还帮
扶了 100 多名刑释人员。 前两年 ,他主动
加入帮教团 , 跟着老人们到监狱现身说
法。

孙某因为抢劫被判有期徒刑 11 年 ,
帮教团的老人第一次去做家访 ,孙某的妻
子躲着不见 ,倚着门框一个劲儿哭。 经过
几次劝说 ,孙妻开始转变想法 ,主动给孙
某写信。 狱中的孙某在家人和帮教团的
鼓励下也获得了减刑。

……
说起每个帮教案例 ,“五老”帮教团的

老人如数家珍。 和所有帮教团成员一样 ,
王淑凤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别人问她

“一分钱不挣 , 整天忙乎图的嘛”。 她说 :
“小车不倒只管推 , 看见十四五的孩子违
法犯罪 ,我心里揪得慌；想想监狱里那些
个叫我‘老妈妈’的孩子 ,我扔不下 !”

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王淑凤不光自
己做帮教，85 岁的老伴也被她带动加入
了帮教团。“‘五老’帮教团就是要发现这
些服刑人员人心向善的一面 ,给他们多一
些信任和尊重 , 让社会上的好人多起
来。 ” 王淑凤说。

“小孙子问我 ,爷爷 ,您为什么每年都
去监狱看那些‘坏人’？ 我说 ,他们不是坏
人 ,是好人办了坏事、糊涂事。 ”当张玉荣
说出这番话时 ,和他紧握双手的服刑人员
小齐已是泪流满面。“五老”帮教团今年
再次走进沧州监狱 ,对小齐来说 ,这样来
自铁窗外的温暖已经持续了 14 年。

据统计 ，被“五老 ”帮教团帮教过的
海兴籍服刑人员 ,严重违反狱规的人员为
零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为零 ,其中
70%受到立功减刑奖励。

(文 / 本报记者 张志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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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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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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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美检察官”
———张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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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物排名不分先后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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