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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志凯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刑庭的办公室里，法官张勇早早来到办

公桌前，仔细研读手边的刑事卷宗。

这是一起走私货物案，侦查卷宗有 180多

卷，在她的办公桌上堆成了“小山”。张勇熟

练地翻找，她早已对卷宗内容了然于胸。“判

决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要从证据中来。”她说。

从书记员到法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刑庭副庭长张勇已在刑事审判岗位上度

过了 29 年，并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法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

“刑事案件涉及当事人的个人命运和家

庭命运，责任重大，审理结果必须准确。”张勇

告诉记者，刑事法官更要审慎对待案件的每

一个细微之处，严把事实、证据、程序、法律各

个关口，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

在张勇承办的众多案件中，她对一起走

私象牙制品案记忆犹新。

2015 年 9 月 9 日，被告人陈某乘坐航班

从境外抵达首都国际机场，通关入境时，海关

工作人员在其行李箱中查获 5 件象牙制品。

经鉴定，涉案象牙制品净重 17 千克，价值人

民币 70 余万元。陈某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罪被检察院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某及辩护人提出，涉

案象牙制品中有 4件是从同一根象牙上切割

下来的，应按照一根象牙的价格进行认定。

“不同的价值数额，将直接影响对被告人

的量刑。”张勇认真审查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

查看鉴定报告，听取专家意见，最终确认陈某

在境外务工时确实曾受赠过一根象牙，根据鉴

定报告和相关证据，能够判断 4件象牙制品来

自同一根象牙。最终，法院认定上述 4件象牙

制品价值25万元，对陈某做出公正判决。

“公正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张勇

告诉记者，她所追求的就是让手里的法槌每

一次都敲得问心无愧。

让刑事审判有温度

张勇觉得，适用法律不能过于机械，而是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仅要把案件判公，还

要让当事人心暖”。因此，张勇坚持来电必

听，来访必接。

在她看来，一次不接电话，当事人会坚持

不懈打三次、五次乃至十次，不但增加当事人

的诉累，也不利于纠纷及时化解，长此以往会

影响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抱着这样的信念，29 年来，她坚持在每

个环节上尽可能做到多说一句话、多费一点

心，让当事人少跑一次腿、少等一分钟。

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时，被告人刚满

18岁，父母双亡，缺少家庭关爱。

“法律不仅要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要教

育和挽救人。”考虑到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十

分严重，如果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被判入狱的时间就会短一些。于是，张勇千

方百计找到了被告人的远房叔叔，用真诚的

态度劝说，最终，这位远房叔叔同意帮助被告

人垫付赔偿款。

当被告人得知在法官努力下，被害人得

到了赔偿并对自己进行谅解后，在宣判笔录

上激动地写下了 3个字：好！好！好！

向前一步改变人心

张勇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部队

大院长大。部队严明的军事纪律和紧张的生

活节奏养成了她坚强乐观、善良热心的个性。

张勇曾收到过一件特别的礼物——一幅

十字绣。

在一起诈骗案中，被害人是一名在西安

经营一家工艺品店的残疾人，来北京进货时

被人合伙骗走了 4 万元。张勇经过调查，了

解到虽然本案涉案数额不大，可是案件中的

4 名被告全都被羁押，家属又都抱着观望态

度，不肯出钱。

当张勇看到拄着拐杖的被害人来到法

院，把追回损失的希望都寄托在法官身上时，

她感到了一份深深的责任感。为了最大程度

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她决定说服被告人的亲

属帮助退赃。

为此，她给各家打去电话，短则十几分

钟，长则几十分钟。几番沟通后，她找准突破

口，讲法律，讲积极退赃可以从宽处罚的政

策，一一做通了几家人的思想工作。最终，几

家人凑齐了 4万元交到法院。

当被害人到法院领取案款时，拿出一幅

十字绣送给张勇：“这是我们两口子一针一线

绣出来的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十字绣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色彩

鲜艳、针脚密实、熠熠生辉。这幅十字绣张勇

一直珍藏至今。

“惩罚犯罪并不是审判职责的全部，作为

刑事法官，要主动往前迈一步，帮助一个被害

人、挽救一个被告人，就等于帮助、挽救了一

个甚至几个家庭，这一步或许就可以促成人

心的改变。”张勇说。

法官张勇尽可能多说一句话、多费一点心，让当事人少跑一次腿、少等一分钟——

“不仅要把案件判公，还要让当事人心暖”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一柄炒勺舞动人生

本报记者 李国

“这次不能参赛，不用遗憾，专心把本领

练好，很快就会有新的展示舞台……”8 月

29 日下午，在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的实

训基地，青年教师梁攀一边安慰 3名因疫情

原因不能参加第五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

能大赛的学生，一边给他们布置新的训练

项目。

今年 25岁的梁攀还有另一个身份——

世界冠军。

2019 年 8 月，梁攀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夺得电子技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

我国在该项目上的首金。每两年举办一次

的世界技能大赛，也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

匹克”。

从世赛冠军领奖台走上职校讲台，梁攀

的人生冲向了新的“竞技场”。

“我的老师是世界冠军”

“梁老师，学技术这么苦，你是怎么坚

持下来的？”“你用了多长时间成为世界

技能冠军？”这是梁攀的学生们经常抛给

他的问题。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梁

攀总爱用自己的故事引领他们信仰技能

成才。

1997 年，梁攀出生在重庆市九龙坡金

凤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他也和很多

孩子一样，梦想长大成为科学家。然而 14

岁那年，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让他的成绩急

剧下滑，以至中考失利。

落榜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梁攀开始闯

荡社会。他端过盘子、发过传单，也曾在建

筑工地搬砖、搅拌水泥。

“艰辛的生活让我意识到，改变命运需

要技能傍身。”2013 年，梁攀来到重庆市机

械高级技工学校，学习电机电器装配与维修

专业。2015 年，又进入重庆铁路运输技师

学院深造。

吃尽了生活的苦，重回校园的梁攀倍加

珍惜学习机会，付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努力。

2015 年，他代表学校参加第四届中国·重庆

职业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比赛，夺得二等

奖。同年 12 月，他进入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

赛电子技术项目重庆集训队，为冲刺世赛全

国选拔赛蓄力。

2016 年 的 暑 假 ，对 梁 攀 来 说 格 外 难

忘。彼时，他已成功入选世赛国家集训队。

山城的夏天，温度接近 40摄氏度，基地没有

空调，高强度的训练让梁攀的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析出了一道道汗渍。

成长之路并非总能“开挂”，2017 年 1

月，梁攀参加国家队五进二晋级赛时，遗憾

止步。

内心深处渴望“攀上技能之巅”，梁攀没

有放弃。2018 年，第 45 届世赛全国选拔赛

上，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再次入选国家队，获

得了出征世赛的“入场券”。

2019 年 8 月，俄罗斯喀山，4 天时间里，

梁攀出色完成了电路设计和仿真、嵌入式程

序设计、印制电路板组装 3 个模块。终于，

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梁攀，将披在身上的国旗

高高举起……

“我的老师是世界冠军。”现在，梁攀的

学生经常这样向身边的人“凡尔赛”。

和学生一起“靠技能改变命运”

“能获得世界冠军和我的学生有很大关

系。”梁攀对记者说，尽管首次冲击世赛国家

队失利，但第三名的成绩，也让不少企业向

他伸出“橄榄枝”，不过都被他一一拒绝。

“母校知道我想冲刺下一届世赛后，邀

请我入校当老师，一边教课，一边备战。”梁

攀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把掌握的知识、

技能给学生们讲懂、讲透，那自己对技能的

理解也就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

2017年 9月，梁攀正式成为重庆铁路运

输技师学院电讯工程系的一名老师。这一

年，20岁的他有了 40多名学生。

站上讲台后，梁攀发现，选择在职业院

校就读可能是部分家庭和孩子中考失利的

无奈之举，在这样的心态下，很多孩子并没

有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树立信心，学习目标

不清晰，不少人甚至抱着“混日子”的心态。

正处在叛逆期的刘练（化名）就是这样

一位让老师和家长都头疼的学生。

“那段时间，梁老师反复找我谈心。”刘

练坦陈，“但是，学技术很枯燥，热爱不起来，

对自己的未来也没信心。”

“梁老师告诉我，他留校任教、继续备战

世赛的原因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想认

输’。”刘练说，梁攀的引导让自己在技能路

上走得更加坚定

在梁攀看来，获得世赛冠军，证明了自

己没有输，回到学校任教，他还想带领更多

的孩子走上技能成才之路，让他们的人生也

“不认输”。

这几年，梁攀标志性的笑容总会出现

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上。他的故事不仅给

迈进职校大门的学生们树立了目标，也坚

定了很多青年学子“靠技能改变命运”的

信念。

为大国培养更多“小匠”

世赛夺金归来后，梁攀选择继续和更多

“小匠”们一起成长。“可能进企业会让自己

有更好的待遇，但是，站在讲台上能引领更

多学生，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他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重

庆集训基地教练组组长，并进入第 46 届世

赛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队教练组，跻身这所高

职院校里的正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2018 年底，学校组建“世赛班”，梁攀作

为“元老”之一，参与了方案起草、教学计划

制定、教材编写等工作。他结合自己的参赛

经验，带领“种子选手”继续备战世赛。

训练中，梁攀提出一体化教学思路——

课堂上不仅要讲理论知识，还要交给学生一

项具体的任务去完成。目前，梁攀培养的两

名学生在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子技

术世赛选拔与精选项目上分别取得了第三

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入选国家集训队。

“曾经连高中都考不上的我，用努力和

汗水站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明天的

你们一样也可以。”在集训基地，梁攀经常用

“过来人”的经验为队员们“卸包袱”，一度陷

入迷茫的集训学员朱政霜就是在梁攀帮助

下走出了低谷。

关于未来，梁攀有两个小目标：培养出

新的世界冠军和更多大国“小匠”；让“梁攀

技能大师工作室”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接行

业、企业需求。

在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通往训练基

地的走廊里，一面墙上挂满了大国工匠、全

国劳动模范的照片，朱政霜和同学们每次路

过都会驻足观看，那是他们这些大国“小匠”

奔跑的方向。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通讯员 臧慧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厨房里，他做得多说得少，一切尽在菜品的色、香、味

里；创新工作室里，他绝活多、态度好，凡来学习的人总能学

上“两手”……在陕西锦翔饭庄有限责任公司，提起陕西省

劳动模范肖白周，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他不仅是企业的

一面旗帜，也是全体员工的榜样。一柄炒勺在他手中舞出

精彩人生。

“小时候家里穷，觉着当厨师能吃饱饭。”初中毕业后，肖

白周在亲戚引荐下，来到宝鸡市餐饮公司下属的向阳阁餐厅，

开始了他的庖厨生涯。

初来乍到，肖白周首先学的是白案。每天凌晨 4点半，他

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和面、揉面、擀皮，每个程序都不敢懈怠。

天冷天热如何灵活掌碱？一个包子如何包出 28 个褶还

不露馅？……肖白周白天跟着师傅用心学，晚上自己刻苦钻

研，不久就出师了。1年多以后，常见的陕西面点小吃制作已

经难不住他。

1994 年，渴望在烹调之路上获得全面发展的肖白周，远

赴甘肃省天水市拜师学艺，系统学习红案，一干就是 8年。

那段日子，他依旧是每天 4点多就起床，先给炭炉子掏煤

灰、倒炉渣，接着从洗菜、切菜练起，从每天 3 顿的员工餐学

起。一有空他就围在师傅跟前学艺，端着装有 6 斤砂子的炒

锅练习翻锅，还找来餐饮教学碟片反复观看。日积月累，3年

后，肖白周不仅在川、鲁、粤菜的制作方面颇有建树，对酒店的

采购工作也懂得一二。

2002 年，肖白周来到陕西锦翔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应聘

成为行政总厨。

肖白周的麾下有 300 余位厨师，受益于他每月组织开展

的厨艺技能竞赛，这些厨师大部分都是全能型“选手”。2021
年，肖白周带领公司厨师团队参加第八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

能竞赛（西北赛区），夺得了团体赛金奖，以及个人赛 1金 3银

4铜的好成绩。

从技能赛场领奖台走上职业院校讲台从技能赛场领奖台走上职业院校讲台，，2525岁的梁攀倾力培养大国岁的梁攀倾力培养大国““小匠小匠””

从世界冠军到工匠之师从世界冠军到工匠之师

◀ 梁攀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
得电子技术项目金牌。

受访者供图

▶梁攀在
培训基地指导
学生。

受访者供图

阅 读 提 示

本报通讯员 郭俊明

8月 14日 12时 20分，“动姐”罗妮准时守候在包头至郑州

D2784 次列车 5 车厢门前，身穿蓝色制服，头戴贝雷帽，身材

高挑的罗妮让人眼前一亮。她身体微微前倾，微笑着向上车

的旅客鞠躬问好。

检查急救药箱、帮重点旅客寻找座位、整理列车行李

架……D2784 次列车缓缓从包头站驶出，罗妮细致地检查行

李架后，又接着巡视车厢。

包头至郑州动车组列车是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管内运行

时间最长的一趟动车组，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多个省份，单程

运行里程 1263 公里，用时 7 小时 46 分。暑运以来，随着草原

旅游升温，D2784次列车上座率异常火爆，罗妮和“动姐”们用

热情高效的服务擦亮草原铁路客运服务品牌，她们也成了草

原铁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接过罗妮送上的热茶，几名来内蒙古看草原的旅客感

到十分暖心，罗妮还制作了“草原旅游攻略”，受到许多旅客

青睐。

“旅客认可是对我的最大褒奖，也是我工作的动力源泉。”

多年的客运工作，让罗妮积累了丰富的客运服务经验，能随时

随地为旅客排忧解难。

一次，一名旅客突发疾病昏倒在车厢里，罗妮对这名

旅客进行了紧急心肺复苏，几分钟的紧急救护，让旅客渐渐

恢复了意识，握着罗妮的双手不停地感谢；近期列车上经常

有返乡的“小候鸟”，罗妮精心准备了玩具安抚他们；有的旅

客因为天气炎热，口罩被汗湿，罗妮就拿出备用口罩送给

他们……

2017 年入路的罗妮，一直从事客运服务工作，曾值乘

呼和浩特至成都长途旅客列车。2020 年，凭借出众的业务

能力、出挑的形象气质，经过层层选拔，她如愿成为一名

“动姐”。

“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戴上列车长的帽子在车厢巡视，感觉

特别酷。”为进一步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高质量服务旅

客出行，罗妮每次退乘后就在网上查阅资料补课“充电”，提升

客运服务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并虚心向列车长请教。如今，

经过多年客运历练的罗妮，已成长为客运服务的多面手。

暑运期间，D2784 次列车几乎趟趟满员。虽然客运服务

长途跋涉十分辛苦，可想到能用自己的贴心服务“扮靓”草原

铁路线，罗妮感到十分自豪。

草原铁路上的“亮丽风景线”

刘颖余

“斜杠人生”是时下流行的活法，因为

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品尝不一样的人

生滋味。

梁攀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

是世界冠军，也是老师、教练，还是“中国青

年 五 四 奖 章 ”获 得 者 、“ 全 国 青 年 岗 位 能

手”……以世俗的眼光，世界冠军自然是他

最闪亮的标签，但梁攀偏偏最看重教师这一

身份，并将其视为自己未来最重要的工作。

这不是矫情，而是源于内心清醒的自

知。梁攀获得的世界冠军固然珍贵，但他不

能永远征战在技能赛场上。如果他扮演好

教师这一角色，那么他培养出的优秀技能

人才，就可能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

支队伍。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个人带

出一支队伍。这正是教育的意义、老师的价

值，也是教师职业的迷人之处、魅力所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

业解惑，三项职责，“传道”赫然在首，是故，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也。”这个“道”，梁攀一定了然于心，所以他

才会说，“获得世界冠军和我的学生有很大

的关系”“最好的师生关系是互相成就”。

这个“道”，于个人而言，是“技能改变

命运”，于国家而言，则是工匠精神、科教兴

国、创新驱动。梁攀将为大国培养出更多

“小匠”作为毕生追求，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完美结合，其中的成就感和乐趣，

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这也正是梁攀能

保持定力，拒绝外界诱惑的底气。

毫无疑问，世界冠军是重要的，也正因

为世界冠军光环的加持，梁攀的身边才会吸

引、聚拢无数的有为青年，但对于大国制造

来说，世界冠军不是一切，打造一支高素质

高技能的人才队伍，同样重要，而且更为迫

在眉睫。

大国“小匠”常有，而世界冠军不常有。

愿更多的世界冠军像梁攀一样，加入教师队

伍，从事这个崇高而迷人的职业，和“小匠”

们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2022 年 9 月 10 日是我国第 38 个

教师节。记者在教师节前夕来到重庆

铁路运输技师学院采访这里的青年教

师梁攀。

今年 25 岁的梁攀还有另一个身

份——世界冠军。从世界技能大赛夺

金归来后，梁攀选择继续站在讲台上，

和更多“小匠”们一起成长。他把世赛

赛场上的经验和收获融入日常教学，

坚定着学生们走技能成才之路的信

心，让他们的人生“不认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