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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就在俗常生活里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文娟

2021年 1月，她被写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被浙江高院院长李占国称为“身边的先进典
型”，展示了新时代浙江法官的良好素养和敬业精神。从那之后，黄文娟就火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
2020年春节期间，她因疫情滞留湖北老家50天，利用移动微法院结案50余件。

过去的一年，黄文娟出现在各种宣讲舞台上。今年4月28日，她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聚光灯下
的她说：“我只是做了一名法官应该做的事情。公平正义很神圣，但其实就在俗常生活里。”

不沉迷荣誉，也不自我标榜；有被看见的“小确幸”，也始终保持自我怀疑；坚持自己的兴趣，却不把它
拔高成某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她始终以一个普通法官的身份定位自己。

姓名：黄文娟
职务：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邱隘人民

法庭副庭长
简历：长期工作在法院审判一线，用耐

心和专业获得群众认可。先后被授予全国
政法系统“双百政法英模”、全国法院先进
个人、浙江省优秀法官、浙江省劳动模范等
称号。

什么是一个法官应该做的？这要从黄文
娟与法官职业的结缘说起。

黄文娟出生于湖北天门一个小山村，经济
条件较为落后。高考那年，顺利考过一本分数
线的她在志愿表的每一栏都填上了“法学”。

对于为什么执着于法学专业，黄文娟回
答：“那时候村里总有一些争执和不平之事，
最后都是靠拼‘武力值’、拼谁家兄弟多，这也
促使我想做一名法官，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
者，让老百姓事事能有个说理的地方。”

本科毕业后，黄文娟考上武汉大学法学
院研究生，并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2008年，
黄文娟考入鄞州区法院。

初入法院，黄文娟在邱隘人民法庭担任
书记员。经过14年的磨砺，她从一名稚嫩的
新人成长为一名干练的法官。

让老百姓有个说理的地方

●人物名片

“不要以为法官多么高大
上，其实很‘俗’。”黄文娟工作后
才发现，公平正义其实就在鸡毛
蒜皮的小事上，在“你一句我一
句”的细节里。

今年4月20日，一起特殊
的借贷纠纷案在黄文娟手中达
成调解，这起案件花了一个多月
才真正完结。

原被告都是聋哑人，而且原
告被隔离在宁波家中，被告在山
东无法过来。考虑到如果开庭，
需要请手语老师到庭翻译，因此
将产生一笔翻译费用，为了帮当

事人节省诉讼费用，黄文娟决定
先行组织调解。

调解过程中，黄文娟发现两
位当事人的文字表述方式与常
人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无法看懂
长句、语序颠倒等。为此，黄文
娟把一句话拆成五个短句来讲，
让双方都能准确理解。在她的
努力下，原本互不信任的两方逐
渐和解，最终达成了“延期一年
还款”的协议。

为什么那么费劲呢？直接
判被告还原告欠款，岂不是更方
便？面对记者的疑问，黄文娟

说：“我可以直接判被告还原告
10万元，但判之后的效果就是
双方矛盾更多了。对听障人士
本身而言，打官司的成本很高，
如果通过合理的调解让彼此达
成真正的和解，事后他们之间不
和谐的因素会减少，再次上法庭
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做事很积极，会把案子放
在心上。”这起案件当事人对
黄文娟的评价是，她总能用十
足的耐心倾听理解对方的诉
求，用真诚与平和去赢得当事
人的信任。

公平正义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2020年春节，对所有人来
说，都非比寻常。

到家第二天，黄文娟的家乡
湖北天门就封城了，整个城市仿
佛按下了暂停键，“宁波肯定回
不去了，可那么多排好开庭的案
子怎么办？”

好在春节后，“移动微法院”
技术升级，视频线路从3路扩展
到5路，双方当事人、法官、陪审
员可以同时进入“线上法院”，黄
文娟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可以开
庭了”。

但问题来了，农村老家没有
电脑，更没有案卷。好在有一群
给力的“队友”：丈夫向邻居借来
电脑，还用纸巾筒为她自制了一
个手机支架；远在鄞州的书记员

用手机将几百页的案卷资料一
一拍照，通过钉钉传给她，她再
在电脑上整理归档……

2020年 2月 7日上午8时
30分，黄文娟找出一件家里的
旧西装，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
了第一场线上开庭。这是一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被告未到庭，
原告和两位人民陪审员分别在
宁波家中，通过移动微法院多方
视频方式完成了开庭。“太神奇
了，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还能开庭，法官太敬业了。”原告
得知黄文娟身在疫情漩涡中还
坚持开庭后，连连称赞。

隔离在家，除了办案，还是
办案。一晃50天过去了，黄文
娟通过移动微法院开了将近60

个庭，结案50余件，工作笔记和
日志记了整整两本。

很多人问黄文娟，为什么封
城期间不陪陪家人，而是这么拼
命办案呢？

“于我而言，法官不仅仅是一
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有良心、
有信仰的事业。”在她看来，身为
一名法官，不负肩上天平、不愧顶
上国徽是永远的追求。

经过这场生命的洗礼，黄
文娟对公平正义多了一层理
解，“一个法官，在哪里不重要，
穿什么不重要，做了什么才最
重要。当事人更在意的是我们
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能落实
到实处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
情。”她说。

通过移动微法院50天结案50余件

为弘扬黄文娟的英模精神，
让其切实普惠到更多当事人并
在实践中深化内涵、与时俱进，
2021年 5月，鄞州法院成立了

“文娟工作室”。
和以往的法官工作室不同，

“文娟工作室”探索“当事人一件
事”改革，“有些老百姓，没有律
师代理，流程都搞不清，如果能
够一次性解决他们的难题就是
件很有意义的事。”黄文娟介绍。

工作室对案子采取首问负责
制，由首次接待的法官负责沟通

案件全部的调解、审理、执行等诉
讼和执行流程，中间不换部门、不
换人，让当事人少跑路，办事效率
得以提升，审理期限也大大缩短，
平均审限仅31天。

“文娟工作室”成立以来，当
场接待立案群众2000余人次，
结案1000余件，当庭宣判率、调
撤率、自动履行率等各项数据均
名列全院前茅。

法庭之外，黄文娟还承担着多
重角色——“文娟驿站”、南部商务
区“共享法庭”的小巷法官、《文娟

有约》栏目的主讲人，线上线下答
疑解惑，为急需帮助的人提供专业
的法律意见，让更多企业、群众就
近享受全方位的司法服务。

“以前是个人办案，现在是团
队办案，不论办案形式怎么变化，
我的本职始终是一名法官，该做
的事就是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办
好案子，如何让老百姓满意，如何
让他们更相信法院、相信法官、相
信司法。”说这话时，黄文娟目光
笃定。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邵珊珊 赵清

案件不转手，服务不换人

1

2

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