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惠民（1905-1943），原名张志润。 陕西省平利县
人，国民党抗日将领，抗日烈士。

1924 年，张惠民考入西安第二职业学校。 1926 年 5
月，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张惠民毅然投军杨虎城部
当兵，参加了坚守西安 8 个月的守城战斗，开始了戎马
生涯。

1927 年 4 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国民军联军驻
陕总部在西安开办 “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又称
西北军官学校），张惠民遂报名参加学习。

1929 年 10 月，蒋冯战争爆发，军校提前结业，张惠
民被分配在教导师任排长，后升任连长。 冯玉祥兵败下
野后，残部由冯部第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收容。 后孙连
仲投蒋，被编为第 26 路军。1931 年 2 月，蒋介石调第 26
路军到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 张惠民时任
第 27 师 158 团少校团副。 12 月 14 日，第 26 路军在江
西宁都起义，张惠民随部队参加“宁都起义”，任红五军
团副师长。 1932 年春，因肃反扩大化，张惠民离开部队
回到平利县。 7 月，安绥军第 1 团团长沈玺亭准备在平
利县办干部教育班，经人推荐，安绥军司令张鸿远（张
飞生）任命张惠民为少校团副兼教育班大队长。 在教育
班期间，他曾悄悄对思想进步的教育班班长何振亚、司
务长沈启贤等人说红军是劳动人民军队， 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纪律、 生活等，对
何、沈二人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一定影响。

1934 年 6 月， 张惠民所在团改为陕西警备第 2 旅

第 4 团，张惠民任少校团副。 1935 年 10 月，任 4 团中校
副团长兼 1 营营长。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惠民参加了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7 年，警 2 旅被改编为西安
行营第一支队， 张惠民任补充团团长，1938 年 5 月，张
惠民率团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

1939 年 9 月初， 张惠民任第 3 师第 9 旅上校副旅
长。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他全权指挥所部参加这次会
战（少将旅长赖传湘有病）。 1940 年 9 月，第二次长沙会
战中，他奉命督办军粮，受到传命嘉奖。 当年 10 月，张
惠民任 9 团团长职务。 1943 年 11 月，日军 6 万人分三
路向常德进攻，时驻防衡山一带的国民党第 10 军（辖
第 3、190、预 10 师等师）等部奉命火速前往增援。 张惠
民率第 9 团为第 3 师的前卫团， 他指挥沉着， 身先士
卒，战绩卓著。 12 月 4 日中午，张惠民得知第三营阵地
战斗激烈，即赴三营阵地。 途中遇见三营从阵地上撤退
下来。 张惠民当即组织士兵发起反攻夺回阵地。 下午 2
时许，张惠民振臂高呼：“这正是我们报仇雪恨的时候，
不成功便成仁！ ”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英勇殉国。

1944 年，张惠民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少将。 1985
年，张惠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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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 薛某反映亲戚家的墓地影响
房屋风水；2 月 9 日，问某投诉邻居建房排水影
响自家出行；3 月 1 日，沈某要求恢复被坍塌挡
墙埋压的农田……”走进旬阳市构元镇樊坡村
的“天平驿站”，一本本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登记
台账整齐地摆放在办公桌上。 翻开台账，法律
咨询、矛盾调解、救助申请等群众诉求事无巨
细， 每一页都清晰记录了办理进展及处理结
果。

近年来， 旬阳法院立足山区基层法院实
际，在抓好人民法庭工作的基础上，在法庭下
辖镇的村、社区设立“天平驿站”，安排法官定
期轮值，及时响应群众诉求，实现矛盾纠纷一
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闭环解决， 推
动审判触角向百姓“家门口”延伸。

一站式接收：诉求有处说，矛盾不过夜

“刘法官，村里两家孩子撞伤老人，赔偿问
题僵持不下，急需指导！ ”2024 年 7 月 14 日一
大早，旬阳市赵湾镇坪槐村村主任许代云火急
火燎地拨通了赵湾法庭庭长刘磊的电话。

这天清晨，村民黄某就来到坪槐村“天平
驿站”反映，自家孩子和邻家两个孩子玩耍时
不慎撞倒一名老人，导致其骨折住院。 两方家
长就赔偿金额和责任划分争执不下，找到村委
会，要求给个公道话。

接到村主任的电话，刘磊随即联系镇司法
所 、镇政府了解事情经过 ，同时启动 “三力联
调”（行政、司法、民间三方协作）。 调查发现，涉
事儿童均为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 调
解中， 法官耐心讲解相关法律侵权责任条款，

同时引导村委会从乡情入手展开劝导。 经过 3
个小时协商， 两方家长与老人家属达成协议：
家长按主次责任分担医疗费，同时承诺对孩子
加强管教。 最终，老人顺利拿到了赔偿款，孩子
们也认识到错误。

在旬阳山区，过去群众普遍面临诉讼难问
题。 赵湾人民法庭下辖 4 个镇 65 个村（社区），
最远的村距离法庭需 2 小时车程。 过去许多村
民有诉讼需求去一趟法院来回至少得跑一天，
现在赵湾法庭在辖区设置了 3 个“天平驿站”，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和法官说上话，很多问题都
有了更便捷的“解法”。

“法庭以‘天平驿站’为前沿阵地，加强对
基层调解的指导，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赵
湾法庭调解成功诉前案件 125 件，诉讼案件比
去年同期下降 15%。 ”刘磊说。

“经过专业人士的调解， 我们耳濡目染学
会了处理这类事情的思路和办法。 现在村民们
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村里的风气明显好转。 ”许
代云深有感触。

2021 年以来，旬阳法院已在下辖的 7 个人
民法庭建起 13 个“天平驿站”，组织 26 名法官
定期轮值，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诉讼调解、案
件受理等服务，将调解工作前置，推动审判触
角延伸到基层，促进矛盾纠纷从源头上得到实
质性化解，有力减少了群众诉累，促进了基层
平安善治。

一揽子调处：多方联动解开“千千结”

1 月 5 日， 旬阳市红军镇 69 岁的老李与
65 岁的弟媳王某因一根木柴的归属问题引发

冲突，王某持柴棍打伤老李，致其住院 13 天。
事后，两家就受伤赔偿僵持不下，老李一纸诉
状递至法院。

考虑到红军镇到双河法庭路程较远，双方
当事人年迈，双河人民法庭主动将调解现场搬
到红军镇茨坪社区双河法庭的“天平驿站”。 同
时联合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组成调解组，分
头攻坚———民警出示伤情鉴定，明确故意伤害

的法律后果；法官列举相似判例，测算诉讼成
本；村党支部书记以“亲情纽带”劝解双方各退
一步。 历经 4 个多小时的面对面“联调”，王某
诚恳道歉并赔偿 5700 元，老李当场撤诉。 “省
了好几趟山路，心结也解开了！ ”案结事了后，
老李握着法官的手连声道谢。

“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坚固防线。 农村的很多矛盾纠纷看似不大，
却牵动着多个家庭的和谐安定。 通过‘天平驿
站’就地多方联调，不仅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还
促进了家族亲情的维系， 推进了乡风文明建
设。 ”红军镇政法委员孙启斌感慨。

从“被动审理”到“主动治理”，旬阳法院还
通过“天平驿站”推动诉源治理。 一方面建立矛
盾预警机制，驿站法官利用驻站时间收集矛盾
纠纷线索，尽早排查化解隐患风险，一方面对
频发的矛盾纠纷开展“溯源诊疗”，比如针对土
地争议多发村， 联合自然资源局开展确权培
训，针对老人赡养问题频发村，开展《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等相关普法教育。

不仅线下发力，旬阳法院还将“智慧法院”
系统接入驿站， 搭建线上矛盾纠纷化解平台，
群众可通过视频连线法庭， 法官实时答疑解
惑，就近一揽子调处，实现了就近能立、多点可
立、少跑快立，有效降低诉讼成本。2024 年，“天
平驿站”共完成各类调解案件 277 件，其中线
上调解占比达 7%， 平均办案周期缩短 15 天，
诉讼成本降低 80%。

“零距离”普法：法治种子遍洒城乡

“儿媳妇在微信群骂我，能告她吗？ ”“亲戚
贷款让我担保，会不会被坑？ ”……2 月 20 日
晚，棕溪法庭举办的“法治夜校”在关口镇关坪

社区的“天平驿站”开讲，30 余名村民围坐在一
起认真听讲，并踊跃发问。 法官刘强结合《治安
管理处罚法》《民法典》就农村群众普遍关心的
热点话题进行解析，同时播放方言普法短视频
进行普法宣传。

“原来网上骂人也违法！ ”“担保不是签个
字那么简单！ ”……听了刘强的讲解，村民们心
头的疑惑被一一解开。

“法治夜校”只是“天平驿站”加强普法宣
传的一个侧面。 针对山区普法难点，旬阳法院
以“天平驿站”为载体推出“订单式”服务，在校
园开设“模拟法庭”，让学生体验审判流程；为
企业定制“法律体检”，排查合同风险；向留守
老人讲授防诈知识，提升反诈防诈意识。 三年
来，“天平驿站”开展“院坝夜校”“田间课堂”等
普法活动 196 场，覆盖群众 2 万人次。

更生动的普法在庭审现场。 针对常见案由
的诉讼案件，法庭依托“天平驿站”开展巡回审
判，把庭审现场作为普法课堂，通过以案释法、
以事说理，现场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这样的普法活动很接地气， 大家一起在
现场感受整个庭审过程，法律意识自然而然提
升， 以后遇到矛盾冲突时就会 ‘三思而后行’
了。 ”小河镇榜子村党支部书记易乾直说。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 更要抓前
端治未病。 ”旬阳法院院长单福东说，“‘天平驿
站’切实降低了群众的维权成本，推动形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氛围。
接下来还将继续扩大‘天平驿站’覆盖面、充实
驻站队伍、完善设施设备，让小驿站释放更大
能量，以‘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实绩实效赋
能基层善治。 ”

在温馨和睦的汉滨区江北街道张沟桥社
区，生活着一对令人尊敬的老夫妇。 老大爷是
一位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经活跃在社区
的各项活动中，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给年轻
党员讲述革命故事，深受大家的爱戴。 然而，
最近一段时间，大爷身体抱恙，已经许久没有
下楼了。

3 月 19 日下午，天气格外晴朗，看着这样
的好天气，大妈心想，得让大爷下楼晒晒太阳，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肯定有好处。于是，
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大爷，一步一步慢慢向楼
下走去。 大爷已经许久没有接触外面的世界，
见到明亮的阳光， 感受着温暖的日光洒在身
上，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谁也没想
到，由于长时间没有晒太阳，身体一时无法适
应，大爷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便直
接晕倒在地。 大妈顿时慌了神，手足无措地蹲
在大爷身边。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社区书
记张鹏和几位工作人员路过巡查时，发现倒在
地上的大爷和一旁惊慌失措的大妈，他立刻飞
奔过去，一边跑一边大声说道：“别慌，我们来
了！ ”

到了跟前，张鹏迅速蹲下身子，仔细查看

大爷的情况，同时安抚着大妈：“大妈，您先别
着急，大爷应该只是一时身体不适，我们马上
处理。”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大爷终于缓缓地睁
开了眼睛。看到大爷苏醒，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张鹏轻声询问大爷的身体状况，在确定大爷身
体并无大碍后，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大爷搀扶起来，决定送大爷回家。

把大爷大妈安全送回家后，张鹏和工作人
员又陪着他们坐了一会儿，确认大爷的状态稳
定后才准备离开。 大妈满含热泪，拉着张鹏的
手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及时
帮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张鹏微笑着
说：“大妈，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和大爷有任何需要，随时找社区，我们就是
一家人。 ”

这件事在社区传开后，居民们纷纷对张鹏
和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社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让社区居民
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在这个
充满爱的社区里，这样温暖人心的故事还在不
断地上演着，每一个居民都在相互关心、相互
帮助中，共同营造着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张蕾 ）小天和小宇
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因学习成绩优异，从
宁陕被选拔至安康中学高新分校就读。
六口之家全靠父亲一人收入维持， 父亲
因心脏病提前办理了病退 。 去年 ，父亲
病情加重 ， 在西安进行手术治疗 ，30
多万元的医疗费让这个本就经济拮据
的家庭陷入了黑暗。 学习生活等开支问
题成为萦绕在小天和小宇心头挥之不去
的阴霾……

市慈善协会第 29 志愿者小组联络
员、汉滨区文化馆非遗部主任年静，因在
安康中学高新分校教授剪纸社团课，听
说了小天和小宇的困境， 便多方联系爱

心助学……安康博元实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婷婷， 第 29 慈善小组志愿者、中
福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国财了解到小
天和小宇的情况，均表示要予以帮助。

3 月 9 日，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袁粒、
高新区慈善协会副会长严海燕、 宁陕县
慈善协会会长吴大芒与张婷婷一行来到
小天和小宇家中走访， 高新区慈善协会
为这个家庭捐赠 2 床棉被， 张婷婷为他
们送来了米、面、油等物资，看望慰问刚
刚出院的小宇父亲。 他们详细了解小天
小宇的家庭和学习情况， 鼓励他们在大
家的帮助下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祝福
小宇的父亲早日康复。

3 月 17 日，安康市、高新区慈善协会
与爱心人士在安康中学高新分校举行了
捐赠仪式。 张婷婷和胡国财分别向安康
中学捐款 2.5 万元，共 5 万元，用于资助
小天和小宇高中学期内的生活费用，帮
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长成才。

安康中学高新分校校长张立文向市
区慈善协会和爱心人士的善行义举表示
衷心感谢，要求学校精心管理使用善款，
把企业家的爱心落到实处， 切实帮助两
个孩子学习生活； 鼓励孩子们要志存高
远，感恩奋进，潜心求学，努力成长为国
家和社会有用之才， 回报爱心人士和社
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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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合力资助双胞胎困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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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群众众家家门门口口的的““天天平平驿驿站站””
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胡立山 刘玄

构元镇樊坡村“天平驿站”开展“天平驿站法治夜校”小讲堂

赵湾法庭在仁河口镇“天平驿站”开展巡回审理 关口镇关坪社区“天平驿站”值班法官为来访群众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服务

搀扶老人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