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总结执行法官有“四千万”：千
言万语、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
苦。这“四千万”形象地概括了执行法
官的日常工作。在渝北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即将退休的员额法官潘先静身上，
这“四千万”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法院的一名执行老兵，为了化
解矛盾纠纷，潘先静苦口婆心，千言万
语，不厌其烦，耐心劝导，争取当事人达
成一致案结了事；为了查明财产线索，
她不分昼夜，不畏寒冬酷暑，常年奔走
四方，争取申请人早日受偿；面对当事
人的误解、指责甚至是谩骂、攻击，她
敢于坚持原则，能够顶住压力，坚决维
护司法权威，在困难面前忍辱负重、临
危不惧、迎难而上，可谓千难万险；面
对繁重的任务和精准的要求，她以心
细如发、不差毫厘的标准，千方百计、
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历经千
辛万苦……同事们纷纷赞叹：她看似瘦
小的身驱里，透出的是坚毅，是巾帼不
让须眉之志。

每天，潘先静的工作都安排得非
常紧凑，要么赶往被执行人家里蹲守、
要么去银行办理账户冻结手续、要么
到查封的房屋实地察看，或者上门送
达法律文书、接待来访当事人……对
她而言，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频繁

加班、连续工作、集中执行已成常态。
她总是对身边的人说：“执行法官守护
着诉讼的最后环节，只要能让判决落
实到位的、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我们都
应该认真去做。”

2017年，申请人宋某与被执行人
苏某、蔡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法
院判决被告蔡某、苏某签订的购房合同
无效，被告苏某搬离其从被告蔡某处购
买的房屋并返还给原告宋某。进入执
行程序后，被执行人苏某一直拒不履行
生效文书，和法院玩“躲猫猫”。为维护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潘先静在向领导汇
报并得到批准后，制定了详细的执行预
案，依法进行强制腾房，并将房屋交还
给申请人。

但没多久，申请人宋某又来到法
院，一脸委屈地告诉潘先静，被执行人
苏某的前夫马某将该房屋门锁更换并
占有。了解情况后，潘先静多次上门与
马某沟通，详细向其释法析理，但马某
态度蛮横恶劣，百般推诿阻碍。见马某
仍然拒绝配合法院工作，潘先静告知马

某必须限期搬离该房屋，否则将依法对
其采取强制拘留措施。最终，马某迫于
法律的威慑，转变态度配合执行。事
后，申请人宋某专门订做了一面锦旗，
送给潘先静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被告李某
向原告明某借款15万元，期满后未按
时还款被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被告李
某偿还原告明某借款15万元及利息。
执行立案后，经多方查控均未发现被执
行人李某名下有可执行的财产，案件只
能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这让家
庭困难的明某心急如焚。

眼看执行陷入僵局，潘先静却没有
灰心。在该案追加了被执行人陈某后，
潘先静了解到陈某为某机关单位公务
员，立即做出扣划裁定，将被执行人陈
某工资进行扣划，这一扣就扣了7年。
2019 年，该案案款终于全部执行兑
现。看着申请人领款时露出的笑容，潘
先静的心情也跟着明朗起来。

这些年来，潘先静已累计办理执
行案件 7932 件，执行到位金额达 6.5

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无疑浸透了
她的心血和汗水。同样值得一提的
是，近几年她还不得不面对病痛的折
磨，特别是高血压，发病不分时间地
点，时常伴随着眩晕、头痛和心悸等症
状，那种难受的滋味只有她自己知
道。尽管这样，她仍然日复一日做着
扣划冻结财产、拘留被执行人等工作，
奔波在为申请人兑现权益的路上。

这些年来，也许她没有惊天动地的
事迹，但她始终坚守在一线，诠释着浓
浓的为民情怀，竭力兑现申请人权益，
并在强制执行中融入温情，让执行工作
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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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5月14日，由重庆大学科学技术研
究院、重庆大学科协、重庆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组织的“重庆大学抗疫故事分享
直播会”在重庆大学举行。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一场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面对这场
严峻的斗争，总会有一些人会放下自
我，勇敢地选择做一名新时代的逆行
者。”在直播间作分享报告的是来自重
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以下简称三峡医
院）新冠肺炎重症病区的黄霞医生。

以黄霞为代表的三峡医院医疗团
队的先进事迹，赢得了在线观看的领导、
专家和观众的点赞。通过直播，让我们
再一次看到了黄霞在重症病区工作的身
影；通过直播，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一
位逆行者仁者医术的奉献精神！

据悉，这场分享会在线观看人数超
6万。正是这场直播分享会，记者从中
了解到了以黄霞为代表的一群奋战在
三峡医院救治前线医务工作者的英雄
事迹。

紧急进入重症病区

地处渝东的三峡库区与湖北山水
相连，两地经贸密切、人员来往频繁，受
疫情影响较大。在重庆三峡库区，医疗
水平、医院设施和医务人员当数重庆三
峡医院，疫情发生后，三峡医院重症医
学病区成为重庆最先打响战“疫”地方。

“1月20日19：00，我们医院接到紧
急通知，立即筹建新冠肺炎重症应急病
区。”黄霞告诉记者。当时，负责重症医
学病区的崔勇主任、邓小春护士长带领
大家立即投入到隔离病区筹建和布局
工作，仅仅用了不到8个小时，病区就
改建好了。1月21日凌晨5点，收治第
一个新冠肺炎患者。

黄霞是申请首批进入三峡医院重
症病区的医生之一。“当我第一次穿上
隔离防护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迈进重症隔离病区时，想起了电影《风
声》中的一句：只因民族到了危难时刻，
所以我辈只能奋不顾身。”事后黄霞对
记者说。

随后，三峡医院陆续收治了渝东北
片区的3名重症患者。此刻，作为一名
医生，面对的是被感染的风险，但在救
治病人和控制疫情面前，他们早已把个
人安危和恐慌、焦虑置之度外。

苦累之外是压力

1月24日，重庆市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大年三十这天，我们所有医护人
员整天都在病区里巡视、检查、处理患
者。团年的事，压根就别奢望了。”黄霞
向记者介绍。那时，护士一天要值6个
班，每班4小时，也就是4个小时才能出
来一次。当初，防护设备非常紧张，为
了节约，医护人员不得不尽量少喝水，

减少脱换防护服的次数。一个班下来，
往往浑身是汗，内衣全部被汗水打湿。

当时，万州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升
至16人，成了重庆地区发病第二高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数量的激
增，上级决定将百安分院改造成渝东北
10 个区县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救治医
院。三峡医院重症团队发扬连续奋战
的作风，与百安分院对重症、轻症、疑
似、发热等进行了合理分区，仅用了36
小时就改造成功。

“我们重症团队接受集中救治任
务后，压力和接收患者人数骤然剧
增。”黄霞说。从急救分院转运患者到
百安分院成了一道难题，两地相隔10
多公里，对患者尤其是需要呼吸机支
持的危重症患者的转运难度高、风险
大，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为此，团
队制订精准精细、万无一失的对接方
案，经过20多个小时的奋战，1月29日
凌晨，渝东北所有18名确诊患者及16

名疑似患者安全顺利转运完毕。

态度技术同等重要

1月29日，巫山患者蒋某经过团队
8天8夜的精心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在
市、区两级专家综合评估后，达到治愈
标准出院了，也是重庆第一例治愈患
者。对团队来说，蒋某的出院极大提振
了大家的信心，意义非凡。

“不好了，不好了，这个病人情况不
妙。”2月8日晚上11点多，正在驻地休
息的黄霞接到值班医生的电话。她来
不及多想，一路飞奔跑到病区，以最快
的速度穿上隔离防护服。果然，病人的
情况非常严重。

“马上准备插管。”黄霞吩咐护士。
随即，大家分头行动，立即投入抢救。
整整6个多小时，终于将患者从死亡边
缘拉了回来。抢救完后，大家几乎没有
了力气，瘫坐在地上。

态度决定一切，“不胜，不归”是三
峡医院重症团队喊出的铿锵口号。“个
别患者由于对新冠肺炎了解不多，恐惧
心理严重。我们医护人员的态度如何，
不仅影响患者的心情，也影响救治效
果。”黄霞说。重症团队全体医护人员
在参与救治中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
态，耐心细致做好患者思想工作，用亲
和力化解患者的各种疑虑。

2月6日，病区临时党支部成立，黄
霞身边同事纷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一天，黄霞和同事们再一次举起右手
重温了入党誓词，庄严承诺：不忘初心、
践行使命。

3 月 11 日，最后一例确诊患者出
院，万州清零了，这标志着渝东北地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今天，黄霞回到原来的岗位，继续
履行医护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

黄霞：
在重症病区工作的那些日子

本报记者 刘代荣

潘先静：执行法官的敬业与坚守
本报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王颖

潘先静，中共党员，1985 年
进入渝北区人民法院工作，2009
年调入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至
今，先后多次评为优秀公务员和
优秀法官。

黄霞在报告会上。 重庆大学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