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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允芝，1986年参加

工作，1995年入党，一级法

官，现任涡阳县法院副院

长、诉讼调解服务中心负责

人。她先后担任打字员、书

记员、助理审判员、法官等

职。20多次被评为“优秀

法官”、“先进工作者”、“办

案能手”、“优秀审判员”、

“十佳审判长”等荣誉称

号。2010年，被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优秀

法官”、被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评为“全省法院办案标

兵”，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

法院办案标兵”。

自今日起，本报将连续

推出两篇报道，关注涡阳县

法院副院长何允芝。

八旬老人桑怀勤握着涡阳县法院法官何

允芝的双手，眼泪从眼眶里涌出：“和儿子和

好以后，日子快活多了……”可何允芝认识桑

怀勤，竟还是从桑大爷大闹法院开始的。

2010年夏，81岁的桑怀勤带着老伴

来到涡阳县法院门口，躺在地上抱着法院

的旗杆大喊“救命”，法院工作人员闻讯赶

来，但不论怎么劝老人就是不松手。

经了解得知，桑怀勤是涡阳县闸北镇

桑楼村村民，年初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

纷，与大儿子及其媳妇争得面红耳赤，还动

了手，双方摩擦不断，多起小纠纷都在当地

派出所备了案。由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桑大爷无奈之下跑到法院寻求帮助。

何允芝得知后，顶着烈日劝说老两口

两个多小时，倔犟的老人松开手站了起

来。何允芝买来矿泉水给老人，并答应进

行诉前调解。她把老两口送至汽车站，为

他们买了车票，将具体情况和老人的住址

仔细叮嘱了驾驶员后方才回到法院。

为了兑现承诺，何允芝多次到桑楼村

了解情况，查找矛盾根源。父子二人都没

什么文化，何允芝首先和桑大爷的儿子拉

起家常：“我理解你对你父亲有意见，但不

管怎么说，天下父母哪有不疼自己子女

的？作为儿子，你有赡养他们的义务

……”而在和桑大爷谈的时候，她又劝道：

“你儿子现在有点过分，但他以前也很孝

顺，给你钱，做好吃的送给你……”

为让充满敌意的父子言和，何允芝竟

十次到父子俩家里，用亲情对他们进行耐

心说服教育，最终使爷儿俩和好如初。

“几十年如一日，真情调解，年均审理

案件近200件，无一件申诉、信访，无一件

错案，何允芝是有名的调解专家。”涡阳县

法院副院长李文超说。

促父子言和,她竟十次登门

从打字员到全国办案标兵
涡阳县法院副院长何允芝用27年时间维护法律的民众信仰

“每个当事人到我这里来，我

就觉得他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就

把他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办，我要

是给他调解好了，他走了我感觉心

里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他高兴了我

也就高兴。”何允芝说。何允芝认

为，在涡阳当地有句俗话，屈死不

告状，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

走进法院大门的。但是许多当事

人也许一辈子就进法院一次，如果

在这唯一一次与法律的接触中受

到不公平对待，得到一个想不明白

的结果，就会在他们心里留下深深

的伤痕。而维护了一个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就会让他们增加一份对

法律的信仰、对社会的信心。

在长年的调解实践中，何允芝

总结的群众语言解疑释法法，借助

长辈、族长调解法，背靠背沟通法，

感动煽情交流法等“何允芝调解方

法”被推广，她先后荣获“优秀法

官”、“办案能手”、“优秀共产党

员”、“三八红旗手”、“十佳干警”、

“十佳审判长”等荣誉称号，被共青

团安徽省委等十多部门联合授予

“全省优秀青年卫士”，四次荣立

“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

可面对这些荣誉，何允芝却

说：“荣誉摆在那，说明你之前做得

还不错，但以后呢？我记得有人说

过，法律人要甘于寂寞，要始终保

持一份内心的安静，我想在荣誉面

前，更应该要做到这样才行。”

记者 赵汗青 王涛

1966年，何允芝出生在涡阳县一个偏

僻的小乡村，父母都是教师。1986年，她

考入涡阳县人民法院，被临时分到办公室

负责文印工作。

当时的文印室，仅有的办公用具是一

台手工操作的铅字打字机，工作多、任务

重，加班是常事。何允芝一干就是7年。

在打字中，她丰富了法律知识和审判方

法，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不久，她通

过考试获得法律本科学历。

1992年，何允芝离开文印室，进入涡

阳县法院民事审判庭做助理审判员。27

年如一日，从打字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

员、审判长、副庭长，直至如今的涡阳县人

民法院副院长，在追求法律正义的道路

上，何允芝用亲情和坚定谱写公正。

2013年4月25日，记者在涡阳县法院

见到何允芝时，如果不是那一身法院的制

服，谁能想到她竟会是一名法官？涡阳县

法院多数工作人员在描述她时，用的最多

的形容词是“朴实”。

“到法院上班第一天，我父亲送了一辆

永久自行车给我，并对我说了一句话，要努

力对待工作，生活就会真诚回报你，要永远

记住你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要多为咱

们老百姓做实事。”何允芝说，直到现在，她

还是把父亲的这句话牢牢记在心头。

27年奋斗,只为父亲那句话

“如果说起何法官，我就一个字：

好！”4 月 25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涡阳

县某企业退休职工江凤霞，讲起何允

芝，她充满钦佩。

江凤霞与付淑荣等人多年前因与单

位产生矛盾被除名，至今说起仍备感委

屈。2006年，何允芝接手涡阳县某公司

起诉江凤霞等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该

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将他们除名。江凤

霞等人得知后，即到劳动争议仲裁委提

出申诉，后仲裁委撤销了公司的决定。

该公司不服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仲裁

裁决，维持除名决定。

在调解过程中，何允芝劝说原告单位

的领导，要从职工角度考虑。

而在做江凤霞等人的调解工作时，

何允芝让他们站在单位的角度也换位思

考。经过她与单位和职工的多次沟通、

协调，最后依法调解其中的四起纠纷，判

决维持仲裁裁决两起，原、被告均服判息

诉。在仲裁机关处理了 6 年的案件，在

何允芝手里仅用三个月便处理结束。

何允芝告诉记者，法无情，但人有

情，法官的心中要有一杆秤，能调解成

的案件，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来争取。每个案件都牵动

社会和谐，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幸

福，所以对待每起案件首先要想着以

“和为贵”，尽可能地让原、被告双方都

满意。

何允芝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实际行动，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

情怀。

换位思考,六年案件三个月息诉

何允芝看望案件当事人刘春香

荣誉身外
为普通人办普通事

何允芝在悉心调解 何允芝向当事人送执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