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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允芝：人民心中的“知心法官”（下）
何允芝调离花沟法庭到涡阳

县法院诉讼调解服务中心工作，
花沟街上理发的老张不知道何允
芝调走，老是问：“那个会说话的
何庭长咋不来了？”

在工作岗位上，她是一名法
官；而在家中，她是妻子和母亲。
面对案件上的人情关系和金钱利
益，她恪守职业道德，拒绝一切请
吃、拒收一切财物；面对亲情和繁
琐家事，她用大爱维护一个美好
的家庭。

皖北农村，重人情，重关系。

案件却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在处理

案件中，何允芝恪守职业道德，始终坚持

“拒说情，拒吃请，拒收当事人的一切财

物”，又与家人共同筑起一道廉洁自律的家

庭屏障，用清廉守护司法公正。

何允芝在办理马某诉李某离婚一案

时，原告马某为达到离婚的目的，四处托人

说情，并送1000元钱请她帮忙，被她婉言

谢绝。当她得知马某与李某感情一直很

好，且自由恋爱结婚，是由于马某家人重男

轻女心理严重，因李某生了两个女儿，马某

的父母要求马某与李某离婚。

庭审中，何允芝严厉批评了马某的错

误，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并指出离

婚给子女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使马某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想法。在她的耐心教育

下，马某主动向李某赔礼道歉，双方又和好

如初。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人情利益，她坚决拒之门外

何允芝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

夫是涡阳县一中的骨干教师，儿子刘雨从

中科大毕业后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录取。

而她在调入县法院调解中心之前，在基层

法庭工作了近20年，和家人相伴的时间少

之又少。

作为老同事，涡阳县民三庭法官张杰

说，每天早上，何允芝总是第一个起床，怕

打扰儿子和丈夫休息，她光着脚丫为儿子

和丈夫张罗早餐。

这是何允芝多年养成的习惯。春夏

秋冬如此。“作为妻子和母亲，我对他们

亏欠得太多，就是想尽可能地弥补些。”

何允芝说。

白天，她几乎一整天都扑在无止无休

的案件上；晚上，无论多晚她都会给父母

打个电话，到儿子床边扯扯被单、盖盖被

子。

何允芝说，她只是个普通人，她相信只

要心中有爱，可以兼顾做好妻子、母亲、女

儿，能够找到工作、家庭的平衡点。

美满家庭，她用真爱补偿家人

“谁啊？”

“谁！我！你只知道工作，也不知道关

心我，都几点了！”

“我正在调解一个案件，等会再……”

“还等，等到三十世纪啦！”

“又没什么事，你这么急干嘛，好孩子，

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要学会独立生活。”

“家里都成鱼塘了，长江大堤都决口了。”

“到底怎么了？”

“家里水管坏了！”

“再等一会，我就回家，你打电话让你

舅舅先去处理一下好吧！”

这段电话中的通话，让刘雨从铭刻在心。

1998年夏，父亲刘学勇在合肥进修，母

亲何允芝加班，小雨从放学回家，发现水龙

头坏了，自来水凶猛地从水管口直喷出来，

小雨从只得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和舅舅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小雨

从才把洪水降服。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妈

妈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刘雨从说，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就会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只是哼唱，不解其

意，懂事之后，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理解

我的妈妈。 侯玉琪 记者 赵汗青 雷强

法官妈妈，儿子为你自豪！

走进宿松县洲头乡现代农业示范区

袅袅炊烟起 水乡入梦来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宿松县洲头乡

现代农业示范区，就会看到钢架大棚内一

排排葡萄苗青翠可爱、各种花卉苗木生长

茂盛，生机无限、绿意盎然。而村庄里，富

有现代气息的休闲广场与青瓦、白墙、绿树

互相点缀，袅袅炊烟中，展现在你面前的正

是“梦里水乡”。

2010年，洲头乡规划现代农业示范区,规

划总面积14万亩，覆盖该乡全域。乡党委副书

记孙爱国告诉记者：“就是要把洲头打造成为

皖西南观光休闲、旅游度假的重要基地。”

金坝村农民刘亚楼乐呵呵地说：“土地

流转让我看到了信心，现在我联合同村的8

户农民，流转40多户的耕地410亩，成立了

满园香农民专业合作社，准备大力种植葡

萄，套种大棚蔬菜。”

“自从现代农业示范园建成后，我家的

收入就增加了不少，7 亩地的年租金是

5600元，还能参加收益分红，在农业园里打

工一年也能挣1万多元，这样每年的纯收入

近2万元，比以前种棉花强多了。”村民夏菊

荣高兴地告诉记者，农业增效让农民看到

了增收致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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