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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孟焕良 厉若君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的；因重大过失

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两类违反审判职责的行

为，要对法官予以惩戒；为有效保障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明

确规定“违反审判职责，终身追责”，“不因工作变动、身份变

化而免除”……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出台《浙江省

法官惩戒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划清法官可

为与不可为的界线，既通过监督制约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又通过规范惩戒工作实现对法官的履职保护。

作为法官惩戒工作试点法院，浙江高院对惩戒种类及

适用、审判责任划分、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及惩戒、惩戒承办

机构及其职责、惩戒工作程序等相关工作进行了规定。《暂

行办法》还明确，重大过失是指因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

未达到法律法规对法官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或者未尽到

必要的注意义务；裁判错误是指案件存在认定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错误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问

题；严重后果是指造成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等。

另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受惩戒。《暂行

办法》把经过惩戒委员会审议，作为追究法官违反审判职

责责任的前置程序。为更加有效地体现惩戒与保护并重

的原则，浙江高院将问责与免责相结合，还规定了因理解

和认识不一致等八种导致裁判错误的免责情形。

开展法官惩戒，是浙江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

法责任制、建立法官与检察官惩戒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2017年，浙江省委政法委牵头组建浙江省法官检察官惩

戒委员会（简称“惩戒委员会”），内设惩戒委员会秘书处负

责联络协调工作，并分别在省法院与省检察院设惩戒工作

办公室，负责日常惩戒事务工作。

法官惩戒工作主要由法官惩戒工作办公室承办。法

院司法监督部门在接收到问题线索后，对认为存在涉嫌违

反审判职责可能的进行立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初步

认定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且需要启动法官惩戒程序的，

提请惩戒委员会审议；对不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存在

违反审判职责行为但不构成故意或未造成重大过失、涉嫌

犯罪等不需要启动法官惩戒程序的，依纪依规进行处理；

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审议形成构成故

意违反审判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

违反审判职责等意见。当事法官和相关人民法院司法监

督部门对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查。法院根据审议

结果，严格区分办案质量瑕疵责任与违法审判责任，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对当事法官作出惩戒决定，其中

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故意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或认定

为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给予记过

（含）以上处分的，当事法官应退出员额。当事法官对处分

决定不服，可申请复议。

违反审判职责，终身追责

浙江率先出台法官惩戒暂行办法

马岭交通劝导站里的
本报记者 王索妮 见习记者 周诗宇 通讯员 张琳

8月4日，台风“黑格比”过境杭州，210省道两边，层层叠叠的群山被氤氲云雾缠绕，看不清真容。车行其中，

缥缈之感恍如幻境，直到行至杭州建德市乾潭镇梓洲村境内，才被一旁的防撞护栏和点亮的告示牌拉回现实。

“7公里下坡”“已致30人死亡”，牌上的数据衬于翠微间，分明诉说着“危险与美丽并存”的道理。这里，曾每隔

一段路就有生命作代价，久而久之，便成了附近村民闻之色变的“夺命坡”。

2013年，马岭交通劝导站的出现，让“夺命坡”重现“岁月静好”的模样。值守在站里的建德乾潭镇的四位老党

员：75岁的姚台志，年近六旬的任承龙和曹世强，以及52岁的任仕忠，两人一组一天两班，全天24小时风雨无阻地

坚持了7个年头，守望的故事也盘桓在几人各自的记

忆里。

老司机也“马失前蹄”

一辆红色的重型货车刚钻出黑洞洞的马岭隧道，便减速靠边，

熟门熟路地停到了劝导站门前的空地上。司机熄火、下车，麻利地

拧开路边的水龙头，皮管里的水“哗哗”地浇在滚烫的刹车毂上，

“呲啦呲啦”的沸腾声传得老远。

“前面长下坡，慢点开。”一旁看着的任承龙忍不住念叨上几

句。司机咧着嘴乐了：“放心，我可是开了20多年大货车的老司

机！”

这句话并没有让任承龙吃下“定心丸”。他回忆起早些年，一

辆辆重型卡车从马岭飞驰而下、马失前蹄，其中就不乏老司机掌

“舵”。

这也难怪。该路段坡度大、弯道多，重型货车行进时，司机通

常会频频刹车，连续制动减速，轮毂温度不断升高，很容易造成刹

车失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再出色的驾驶技术也难以弥补。

其中2013年的两起惨烈事故，警钟振聋发聩。先是4月4日

清明节当日，一辆重型货车直接翻出右侧路面，撞毁上梓洲村文化

礼堂，致4人罹难。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清晨，又有两辆重型货

车碰撞起火，车上几人无一幸免，尸体被烧得焦黑。也正是这两场

悲剧，促使当地下决心在马岭隧道出口处设置执法劝导站，聘用劝

导员为路过车辆提供免费加水服务，避免货车因淋水不足导致刹

车失控这一“要命”的隐患，同时对过往司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当过20多年村主任的任承龙，有着当村警的经历，首先被物

色到劝导员行列中。此前的两场事故，在任承龙心中留下了不小

的阴影。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为人直爽、责任心强的他当即答应了

下来。只是再寻找“同行者”，却成了一桩难事：大伙儿不是嫌工资

低，就是抱怨工作苦，纷纷摆手回绝。 （下转2版）

守与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