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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双拐法官”
身材魁梧，面色黝黑，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今年
60岁的汪新法是河南省淅
川县人民法院荆紫关法庭
（以下简称“荆紫关法庭”）

的一名法官。他曾以“双拐
法官”闻名。

荆紫关法庭位于豫鄂
陕三省接合部，辖区面积
572平方公里。自1986年选
调过来，汪新法便在辖区
内荆紫关、寺湾、西簧三
个乡镇的山路上奔波，勤
恳坚守在司法一线31年，
踏遍辖区3个乡镇的91个
行政村，服务着12.6万乡
民……

妻子学骑摩托车送他

办案

清晨7点，60岁的汪新
法一如既往地在法庭的小
菜园里干活。他说：“年纪
大了，时髦的锻炼咱也不
会，干点农活既能锻炼身
体，还能改善大家伙食。”

原来，汪新法老家的
三间土坯房，因屋顶漏雨、
墙体裂缝早已不能住人，
他和老伴杨金焕一起，多

年来一直住在法庭院内的
宿舍里，在外地工作的儿
子和儿媳每次回家探亲还
要另找住处。汪新法让老
伴义务为法庭工作人员做
饭，两人成了法庭小院的
兼职“管家”。

把法庭当成家，工作
和休息再也分不开了。“周
末和工作日一个样儿，没
在办公室干活就是被村民
喊去调解了。”杨金焕说，

“老汪闲不住。”
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很多案件的调查需要跨
省。早些年山区还不通车，
汪新法常常骑着自行车或
摩托车，一些河流至今没
有渡口，甚至需要划木排
渡过去。

长时间的山路奔波加
上超负荷运转，1991年，汪
新法突然患上了严重的左
侧股骨头坏死，走起路来
有种“钻心般疼痛”。1994
年，被确诊为双侧股骨头
坏死，再也离不开拐杖。法
院领导和同事多次劝汪新
法去治疗，但是他每月千
元的工资要供一家四口的
全部花销，实在无力支付

几万元的治疗费用，而且
治疗恢复需要几个月的时
间，他怕影响到工作，于是
坚持暂不治疗。

腿脚不好，案件仍然
要办。47岁的妻子为了他，
开始学着骑摩托车。妻子
刚学会那会儿，他常常与
妻子一块摔得鼻青脸肿。
宿舍墙上挂着两人唯一一
张合影：妻子骑着摩托车
载着手拿双拐的汪新法。
谈起那几年在山间艰苦赶
路的情形，杨金焕一度哽
咽：“看着老汪那么辛苦，
我能帮上忙就分担些吧。”

31年无错案

“铁面无私，仗义执
法”是陕西省商南县村民
老何对汪新法的评价。因
荆紫关镇李某多年欠50余
万元不还，老何的家庭陷
入困境，2008年年初，老何
来到荆紫关法庭求助。

汪新法架着“双拐”与
同事在三省两地间多方取
证，其间，李某多次找人说
情都被汪新法严词拒绝。
老何的妻子当时住院需要

费用，汪新法拿出6200元
钱让他先给妻子治病。老
何感激地说：“汪法官冒雨
给我送胜诉判决书的途
中，因河堤冲毁，在翻越陡
峭的秦岭蛇山时险些掉下
山沟，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记！”

给当事人垫钱的事情
在汪新法身上时常发生，
妻子对此生气之余也表示
理解：“虽然自家都快揭不
开锅了，但是看着一些当
事人确实很可怜，他也是
忍不住想帮帮人家。”

扎根基层31年间，汪
新法创下接待当事人5000
余人次，办理案件3000余
件，无一错案、无一发还改
判的纪录。“作为法官，每
一起案件不仅要办成，还
要办好，让老百姓感受到
公平正义。”

安于清贫 无怨无悔

“其实汪新法有机会
治好他的病。”在一起共事
了13年的王葆兴说。早些
年，汪新法的同学开办企
业，年薪20万元邀请他加

入，他拒绝了。当地两家知
名的大企业得知他的情况
后，主动找上门要为他出
钱治疗，也被他婉言谢绝。

汪新法说：“企业赚钱
不容易，这钱也不会白给，
我怕我收下后会影响办案
的公正性。”对法庭的年轻
人，他也如此教导，“经得
起诱惑，才能对得起头顶
的法徽，身上的法袍。”

“新法在法庭已经干
了二三十年，挺不容易的，
历届院党组多次提出把他
调到县城工作，可他都回
绝了。”王葆兴说。

“新法，回院里工作，单
位任你选。”时任淅川县人
民法院院长魏建国上任后
到荆紫关法庭检查工作，得
知汪新法的病情日益严重
后，动员他换个轻松工作，
在县城也方便治疗。“他和
我谈了很久，说不想回院
里，还想在法庭干。他说他
喜欢在法庭，他觉得在那给
老百姓解决点问题他有成
就感。”魏建国说。

出身山区贫苦家庭的
汪新法，深知老百姓打官
司的不易：“只想待在这干

活儿。”
2013年10月，在县法

院党组的关心下，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汪新法成功进行了双侧股
骨头置换手术。如今汪新
法已经可以放下双拐。

他曾被最高人民法院
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
人”，2016年6月入围“中国
好人榜”后，前不久，他再
次入围“中国好人榜”。31
年来，汪新法多次回绝组
织上的照顾，安于清贫，无
怨无悔地当一名大山深处
的法官。

媒体的聚焦让这位办
案熟练的法官有些局促：

“我只是做了法官该做的
事，没觉得多苦。”只是在
谈及多年来缺少对孩子的
陪伴时，他哽咽了，孩子们
结婚时家里还欠着6万多
元外债，没能拿出一分钱
给孩子帮助，他觉得没尽
到父母的责任。但是孩子
们都很理解，汪新法的二
儿媳在接受采访时说：“父
亲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用
不尽的。”

（据《中国青年报》）

哈尔滨市民韩振清，
30年自费捐书30万册，总
价值30万元，受益人多达
40余万。受赠者的每封回
信，他都会誊写在日记本
里，这么多年累积记录30
余本9000余篇。今年3月，
韩振清入选由中央文明办
等部门评选的“中国好人
榜”。30日，记者来到南岗
区跃进街道办事处跃兴社
区韩振清的家中，听他讲
述捐书助人的快乐。

忘不了幼年时的救命

恩人

来到韩振清的家中，
能看到卧室里摆满了书
籍和荣誉证书，“哈尔滨
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的
牌子被立在最上面。沙发
上放着一堆老式日记本，
约有30余本，翻开本子，
纸页已经有些泛黄，记录
的是无数受赠者写来的
回信。

1959年，韩振清出生
在伊春，六七岁时经历的
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2

月份的一天，他跑到离家
不远的水泡子边玩耍，不
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正在
旁边钓鱼的一位男青年立
即趴在冰面上，死死抓住
韩振清的手，硬是把他拖
出了冰冷的水面。“我永远
不会忘记我的救命恩人。”
韩振清说，他从此下定决
心，今生要做一个像雷锋
那样的好人，以帮助他人

为乐。

攒钱办图书角供战友

阅读

韩振清从小喜欢读
书，几十年来，他阅读过哲
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
学、文学等各类书籍3000
余本。他不但爱书，更愿意
将读书的乐趣与其他人分

享。上学时，他当过课代
表、班干部，经常用攒下的
零花钱买书送给学习差的
同学，鼓励他们上进。18岁
那年他如愿参军，两年零
五个月后成为沈阳军区的
学雷锋典型，两年零八个
月后被破格提升。他看到
战友们对书籍的渴望，就
攒下每月6元的津贴费，累
计购买各类图书几千本，
办起了图书角，供战友免
费阅读。

在部队期间，热心教
育的韩振清还担任了九
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包
括哈尔滨、牡丹江、伊春、
大连、四平、河南新乡等
地，孩子们看见他都会尊
敬地喊他叔叔。受过捐赠
的孩子们也都会写来书
信表达感谢，每每收到孩
子们的来信，他都十分满
足。

35岁那年，韩振清转
业来到了哈尔滨，他摆摊
卖过自己的藏书，后来索
性干起了卖旧书的生意，
很快小书摊就变成了一家
大型古旧书超市。

曾一次捐出万册图书

办起图书超市后，韩振
清拿出两万多元积蓄，建起
了“老兵和谐文化站”，并买
了各种棋类和球类，供居民
免费活动和阅读书刊。同
时，他开始购买大量图书捐
赠给学校和社会。

2012年，韩振清一年
就捐书多达7次。当年《生
活报》 发起特别帮办行
动———“闲置辅导书捐给
学弟学妹”，他一次捐出
740余本辅导书及课外读
物。2012年8月在网上得知
江西井冈山永新县需要
书，韩振清和爱人花一天
时间精心挑选了上万册图
书用于捐赠。考虑到这些
书可能分到不同图书馆，
他又挑选了20多本《英语
词典》和《新华字典》，方便
当地人阅读。捐献重达3.5
吨的书籍，仅运费就花了
3604元，但是一想到这些
书能送到最需要它们的地
方，韩振清心里就特别高
兴。到目前为止，韩振清累
计捐书近30万册，价值30

余万元。

最大心愿是出本书

韩振清的弟弟韩振平
告诉记者，他们全家对哥哥
捐书的行为特别支持，有这
样一位哥哥自己很自豪。就
在今年5月份，他得知老家
伊春的东升小学位置偏僻，
孩子们很需要书籍，就告诉
了哥哥，哥哥马上联系了吉
林的一家出版社，亲自挑选
了200多本科普读物为该小
学送去。与韩振清一起做公
益七八年的志愿者贺承兼
也告诉记者，对韩振清非常
敬佩，尤其是他这种持之以
恒的精神最难得。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采访
结束时，韩振清说，“我的
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现
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出一本
书，写下自己前半生的故
事。”目前，韩振清老人正
在着手写作名为《我的信
仰是神圣的》的自传，希望
将来有一天能够出版。

（据《生活报》）

韩振清30年捐书30万册 收到感谢信近万封
韩振清在读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