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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 孩子的泪，让她重新审视自己

2月16日，潍坊中院第六
审判庭。马海兰抱着厚厚的一
摞卷宗快步步入法庭。这起案
子，与一个孩子的逝去生命有
关。回想当初，同样因为孩子，
她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法
官之路。

时间退回到2000年，那时
的马海兰刚刚步入审判庭。她
接到一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的离婚案件。男方是一个寿光
小伙，娶了个外地媳妇，孩子

已经7岁多了，却因为“感情不
和”而闹分家。一审法院已经
判决离婚，两个人却因为财产
的问题上诉。最终，男方做出
了让步，但要求必须将孩子判
给自己。

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同意了
最终的财产分割方案，母亲把
孩子从审判庭外引进来，一把
推给了父亲，便转身离开。几乎
是在一瞬间，7岁的男孩突然间
崩溃式地大哭，任凭父亲如何

拖拽，孩子都在拼命
地想要追上妈妈。

马海兰愣住了。她没想到
一起看似简单的纠纷，怎么会
突然出现如此一个意外的结
局？她忽然意识到，法官的一
个判决，竟然能关系到很多人
的喜怒哀乐。从那天起，马海
兰开始做起了自己愿意做的
那种法官，判案似乎已经成为
了“副业”，“主业”是去争取更
多人的笑容。

成长 公正和情谊难兼得
很多时候，公正和情谊两

者总是无法轻易兼得。马海兰
却执着地想做到最好。

2008年夏天的一天，马海
兰接到一起案子，涉及4个镇
27个村庄136位菜农。菜农们
在使用一家农药公司生产的
农药后发生药害，造成蔬菜大
面积减产，菜农损失巨大。

但这起案件产生药害的
原因并不是因为农药有问题，
而是农药公司根据国家规定
制作的产品说明太简单，菜农

们理解不了，而造成了这场不
该发生的纠纷。马海兰知道，
农药公司的创办人本身也是一
位农民，白手起家创业，如果这
家公司因为几乎没有责任的官
司败诉，他将面临巨大的信任
危机，公司里数百工人的生计
也就成了问题。这起案子，明显
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马海兰觉得，这位创办人
能够在事故发生后出钱出人
尽量挽回菜农们的损失，说明
对菜农们的血汗是十分珍视

的，仅仅是因为为了养活公司
里的工人，不得已坚持打官
司，维护自身的信誉。

也就是说，只要保证公司
方的信誉不受损，公司方并不
是不愿意解决这件事情。最
终，马海兰的“一旦出了问题，
就主动先承担，并积极解决，
才能让客户更加放心使用”的
说法，说动了公司方创办人。
最终，公司方同意了调解，主
动对菜农们进行赔偿，案子终
于终结。

2006年，潍坊一对老夫
妇和自己的儿媳妇闹上了
法院，为了分财产。原来，老
夫妇的儿子结婚后，与妻子
一直不睦，最后一次吵架
后，儿子竟然心情抑郁服毒
自杀了。于是，两位老人处
处设限制，为的就是给去世
的儿子挣一口气。但儿媳自
己也没有想到丈夫就这么
撒手而去，悲伤之余老是向
公婆找毛病。

马海兰先找到了儿媳的
家人，当他们提出到老夫妇
家拉财物时，马海兰犯了难，
因为如果到老夫妇家拉东
西，势必会被邻居们看到，要
面子的老夫妇自然不愿意。
最后，她说服儿媳方不取东
西，只从老人处取得折抵的
现金。随后，马海兰又赶往诸
城来到老夫妇家中，想尽办

法说服老夫妇另外两个儿子
为老人出这笔钱。

在调解结束当天，一家
人都聚在了法院。两位老人
看到乖孙女叫了声“爷爷”

“奶奶”，高兴得不得了，又
掏出2000元钱交给了孙女，
希望儿媳能够好好照顾孩
子。

令马海兰没有想到的
是，就是这一次见面，老夫
妇和儿媳之间的关系完全
变了。2007年，马海兰再次
到诸城，来到老夫妇家中，
两位老人乐呵呵地告诉她，
如今，儿媳经常带着孩子回
家看望老人，就像儿女一样
孝顺。

在回去的路上，马海兰
一直沉浸在老人的笑脸中，
这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做
自己想做的那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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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一庭副庭长
马海兰在北京接
受了“全国模范
法官”的称号，成
为全国66位获得
此称号的法官之
一。

仅仅只是一
名中院副庭长的
马海兰，为什么
能够获得全国法
官的最高荣誉，
成为楷模，她自
然 有“ 过 人 之
处”。作为民事纠
纷审判人员，马
海兰最大的特点
是喜欢调解，在
判决下达之前就
把纠纷通过调解
彻底化解。而这
个给自己“添麻
烦”的“爱好”，也
正是她获得快乐
与满足的源泉。

本报记者 张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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