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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磊回忆，在新郑市城关中心
法庭工作期间，她办理较多的是婚
姻、家庭纠纷，她总是尽量将双方隔
离开，背靠背做调解工作。有时当事
人晚上 10 点多还给她打电话，倾诉
不满，她一直耐心倾听，不厌其烦地
劝导，直到当事人情绪平复。

2011年春，徐亚磊审理一起72岁
老人起诉5个子女的赡养纠纷案件。
老人身患严重肾病，随身携带体液排
泄袋，靠收废品艰难地维持基本生
活。他从老人那里了解到，老两口有5
个子女，只有小女儿在南阳市区工作，
其他4个子女都在务农。考虑到老人

的身体状况和子女们的经济能力，徐
亚磊多次到几名子女家走访，并不断
给南阳的小女儿打电话沟通、耐心细
致地说服教育。经过一个月的调解，
最终5个子女都同意每人每月给老人
200元的生活费，医疗费用以票据数额
均摊，还承诺每人每月至少去看望老
人一次。

案件结束两个月后，徐亚磊带
着西瓜和鸡蛋进行回访。“两位老
人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不停说

‘好闺女，好闺女’，张罗着给我沏
鸡蛋茶，告诉我儿女愿意来看他们
了，我感觉挺欣慰的。”徐亚磊说。

“被骂是常有的事，刚开始参加工
作还气得哭了。”徐亚磊无奈地说。

2013 年秋的一个下午，她和同
事下乡给被告送诉状和传票，待她们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后，被告家人不听
任何解释，蛮横无理、言语攻击，朝她
们身上泼水、推搡，把对原告的怨气
和不满全部撒到她们身上，周围的亲
戚邻居也赶来凑热闹。

徐亚磊了解到，原、被告之间积
怨较深，就耐心给被告讲述案件的举
证责任、办案程序，鼓励被告按照法

律程序应诉举证，并劝说围观的村民
离开。回城路上，她发现胳膊被抓出
了几道血印，裤腿儿也被被告家的狗
咬破。 同事抱怨：“我们简直是别人
的出气筒！”

徐亚磊说：“当时我也吓到了，但
想到我们是法官，当事人的这种态度
只是说明对我们不信任。我们只要
按照法定程序，审理中做到公平公
正、不偏不倚，他们肯定会放下疑虑、
配合法庭的各项工作。”听她这么一
说，同事的气也消了。

不被理解受委屈 自我开解认真工作

因为要审理的案件较多，徐亚磊
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通常都
没法好好陪孩子，丈夫也要上班，还
经常下乡，感觉亏欠孩子太多。

2014年11月，她开庭审理一起买
卖合同案件，涉案证据材料装满两个
车载储物箱，庭审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
半。因为无法按时接女儿放学，她提
前给婆婆发了短信。当她拖着疲惫酸
痛的身体回家时，却发现女儿趴在门
口的台阶上睡着了，手脸冻得冰凉通
红，胳膊下还垫着没写完的作业。她
慌忙叫醒女儿，女儿看着她委屈地
说：“妈妈，我饿。我给你、爸爸、奶奶
都打过电话，都没人接。”徐
亚磊心疼得直
掉眼

泪，原来婆婆没有看到她的信息，丈夫
又出差不在家，孩子实在找不到地方，
就自己趴在楼梯上写作业等她。“当时
室外温度只有几℃，女儿放学后已经足
足等了我两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当妈妈
太不称职了。”徐亚磊说。

近日，徐亚磊因为脚崴了不能
上班，她就把工作带到家里，写卷宗、
梳理案件。就在前天，她还拖着伤脚
开了一次庭，审理一桩经济纠纷案
件。“没办法，之前都安排好开庭日
期了，就是受伤也得如期开庭。”
徐亚磊说。

忙工作不顾家 对孩子心存愧疚
赵芸生老人说，自己是

1934年出生的，那时只有10多
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偷偷跑
到战场上去看。由于小孩眼睛
好使，赵芸生在麦茬地里看到
日本兵散落的子弹，一颗、两
颗、三颗、四颗……他就捡了一
大把拿回家中，交给了父亲。

“父亲很早的时候就和八
路军有联系，趁着赶集，为八路
军探查情况，回来向指导员汇
报。当时我家是佃农，租种别
家 30 多亩地，是地道的老农
民，连部就设在我家。”赵芸生
说。捡到子弹后的第二天，赵
芸生的父亲赵文祥一早到西河

沟 旁 棉 花 地

里扒出了八路军交给他隐藏的
两包文件后，连同捡到的子弹
一起交给八路军。老人说，此
事幸亏没被别人知道，不然的
话，被汉奸或者日伪军知道，后
果不堪设想。而赵芸生的大伯
赵文芝就因为给八路军购买子
弹，在日本投降、八路军南撤
后，被汉奸告密，说是私通八
路，遭到吊打挨整。赵芸生的
邻居赵贵芝，因为在地里捡到
一篮未爆炸的手榴弹，送给了
八路军，后来被汉奸告密被吊
打折磨，罚八石麦子。

谈起这些事情时，老人说，
为了革命事业，这是自己和家
人应该做的。他家如此，新郑

家家皆如此。

徐亚磊，新郑市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二庭审判员，2003年参
加工作。自2010年任助理
审判员 6年来，共审理各类
民事案件1500多件，平均每
天结案1.5件。从被任命为
法官的那一刻起，徐亚磊就
谨记“公正司法、执法为民”
的宗旨。“就是睡觉了心里还在
琢磨卷宗的词句哪里用得不
对。”徐亚磊说。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具茨山下抗日歌
抗日战争时期，新郑是著名的豫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上世纪30年代，新郑人民面对疯狂凶残的日
寇，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风暴，数百
革命先烈为国捐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日到来之际，新郑市81岁的赵芸生老人向记者讲述了
自己身边的抗日故事。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新郑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转沟脑村位于具茨山下，
这里草木葱郁，空气清新。在
转沟脑村委，记者见到了赵芸
生老人。据赵芸生老人讲，
1944 年初夏，日军从新郑东
门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新郑
县城沦陷。随后，日军铁蹄踏
进辛店镇、人和寨村烧杀抢
掠。“当时听说日本鬼子来了
村里人就向南山（转沟脑村南
属 于 具 茨 山 脉）跑 ，躲 避 日
军，家里正在织布来不及转
移，日本鬼子就把我家织的布
连同织布机一起抢走了。”在

一旁的李万顺老人提起当年
的事情咬牙切齿。更让老人
气恼的是，当时的一些汉奸，
伙同日伪军欺压百姓。

1944年10月，八路军一部
在皮定军将军的率领下，来到豫
西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极大地
鼓舞了河南人民的抗日热情，并
在具茨山下成立了新郑抗日第
一区，组织起人民抗日武装区干
队，同日伪军展开了民族抗日战
争，进行了多次战斗，打得日伪
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还处决
了大汉奸王保太等。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1945 年 6 月的一天晚上，
八路军从外地作战回到具茨山
下，宿营休息。不料消息被转
沟脑村地痞汉奸赵寻得到，连
夜报告了伪军。当即驻新郑市

（原新郑县）日军就统领全县日
伪军 2000 多人，在深夜兵分数
路对八路军驻地进行合围，黎
明时分已进至驻地跟前。驻地
八路军（约一个独立连）迅速迎

战，冲出包围圈，绕道迂回到正
面接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阻
止了日伪军的进攻，为军民的
撤退赢得了时间。

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分，日
伪军无奈，再前进不得，战场
在黄帝岗上僵持了下来。到
日落时，日伪军不敢在具茨山
下久留，怕八路军夜间狙击，迅
速撤退。

汉奸出卖八路军遭围攻

拾到日军子弹交给八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