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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山区10年，泗水法院圣水峪法庭庭长臧华———

与与与与其其其其羡羡羡羡慕慕慕慕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不不不不如如如如干干干干好好好好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本报记者 晋森 贾凌煜 通讯员 梁磊

2006年竞岗到圣水峪法
庭，并非科班出身的臧华，从离
婚案件到邻里纠纷，从承包合
同到金融争议，大大小小已办
结了3000余案件。这个只有5名
工作人员的法庭，不断有新鲜
血液补充进来，也不断有人调
至其他岗位，但臧华一直在坚
守。“与其羡慕别人的工作，不
如把工作干得让别人羡慕。”这
句话，他做到了。

庭长送判决书，多数人不理解

从泗水县城出发，沿山路行驶
20分钟，圣水峪法庭就出现在眼
前。绿树白墙的小院，竹林随风哗
哗作响，加上几颗粗壮的柳树，如
果不是其中正在举行的开庭现场，
这里更像是一处农家小院。

办公室里，臧华正在整理这几
天的判决书和传票，明天得挨个给
周围村民们送达。手中整理着纸
张，脑中也没闲着，行车路线一点

点清晰起来。“就这两三天，已经有
十份材料要送达。”臧华说，只要没
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判决书和传票
基本都是他来送。

法庭庭长挨家奔跑送文件，让
许多村民很是不解。“送达任务非
常繁琐，我们这边一方面缺人手，
另一方面我也有点小私心，想跟老
百姓多沟通。”为了锻炼新人，臧华
将开庭任务更多向他们倾斜。而都

在开庭时，只有臧华和司机两个
“闲人”，直到跑了多趟没有找到当
事人，才能采取公告送达。其实，在
没接手送达工作前，臧华就是田间
地头的常客，因为很多案件直接在
地头上审理，“流动法庭”随时准备
出发。

跑得多了，臧华也摸到了规律，
农忙和有庙会、赶集时不能去送，而
下雨天却更容易找到当事人。

经常受骚扰，保护年轻同事

只有5名工作人员的圣水峪法
庭，经常负责圣水峪镇和泗张镇两
个镇的案件。臧华刚上任时，法庭
每年约有160个案件，主要是离婚、
邻里纠纷案，10年过去了，案件范
围也发展至金融、合同、赡养等方
面，每年收到的案件已达600多个。
办理的案件多了，承担的压力越来
越大。

臧华的办公室里，老朋友赠送

的一幅“执法如山、嫉恶如仇”书法
高悬于此已经10年。始终依法办
案，收到骚扰电话也就成了家常便
饭。片区一位电工给人担保，没想
到借款人跑路，原告将他一起告上
法庭。“他觉得我们是熟人，应该照
顾，判决刚生效时，喝点酒就给我
打电话，怎么解释都不听。”臧华对
于受到骚扰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却
更担心年轻同事们受不了。10日，

他要去村里送达材料，法庭只有两
人留下开庭，是一起土地争议案
件，担心人多闹事，臧华特地打电
话叫来一名陪审员。

遇到这种骚扰事件，臧华经常
对年轻同事说，不要害怕，有事他
在，你们只需要做好正常工作就
行。“保护好同事们的人身安全，也
是我的职责，这是他们在这里工作
最基本的保证。”

同事调整频繁

他却始终坚守

10年，不断有年轻人
调来，也不断有人调至更
高层次的岗位工作。冬去
春来，臧华却始终在坚守。

谈及扎根山区法庭的
初衷，臧华将其归结于对
人生价值的追求。2006年，
臧华由城关法庭的一名副
庭长通过竞岗来到了圣水
峪法庭担任庭长。由环境
舒适的城区来到边远山
区，面对三间土屋的办公
场所，臧华却满心激动难
抑。“这里条件虽然艰苦，
却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
值，别人搞不好，我一定要
搞好。”念及于此，臧华不
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
地走马上任，至今无悔。

每天骑车20公里，跑
步10公里，写写博客，这些
是臧华的爱好，锻炼身体

之余，工作压力得到最大
释放。博客里，藏华很喜欢
转发各种“心灵鸡汤”，他
说看多了这些“治愈文”，
心境也随之变化。“不能让
环境改变人的心态，应该
努力改变环境。”有了这么
个乐观向上的法庭庭长，
圣水峪法庭也成了年轻法
律工作者施展抱负的地
方。

虽然获得了多项荣
誉，但事实上，臧华并不
是法学专业科班出身，通
过自学考上了法院的工
作。在山区呆久了，臧华
不 愿 意 回 城 里 ，在 他 看
来 ，山 区 不 比 城 里 差 。

“尤其是下过小雨，空气
清新，走在山间小路上去
送达材料，简直就是一种
享受。”臧华说。

臧华，一级法官，泗水县人
民法院圣水峪法庭庭长。扎根
山区，臧华为免除山区百姓的
奔波之苦，常年上门巡回审案、
调解，一干就是10年。今年1月，
臧华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
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这是继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
院办案标兵”之后，臧华获得的
另一殊荣。

臧华经常到田间地头送达材料、询问情况。 本报记者 晋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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