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认识这位老人？他在广
州流浪很久了，身体状况很不
好，目前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至今没有联系到家人。 ”12
月 22 日， 山东枣庄日报社所
属的新媒体“枣庄头条”“腾州
圈”等平台发布了一条特殊寻
亲新闻。

枣庄日报新媒体编辑部是
接到了广州一名志愿者打来的
求助电话经核实后才发布的。据
志愿者介绍， 老人自称叫郑茂

富，家住枣庄所属的滕州市大坞
镇大刘庄西村， 今年已经 70 多
岁。记者联系到了滕州市大坞镇
派出所， 据派出所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已经确定大刘庄西村有
一位名叫郑茂富的老人，但没有
联系到其亲属。

在志愿者发来的视频里，可
以看到正在吸氧的老人看起状
况很不好，意识很清醒，称自己
是 1972 年出走的 （家人核实称
是 1973 年 ），但坚持说自己才离

开家里两年，现在是 1974 年。
这段寻亲新闻随后在当地

的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
12 月 23 日，在上海一建筑

工地打工的郑明突然接到家人
消息，“老爷子找到了！ ”

45 岁的郑明， 正是郑茂富
的小儿子。“上一次见到父亲，还
是我很小的时候， 具体几岁，我
自己也不记得了， 只是知道，父
亲和母亲争吵以后父亲就再也
没有回家，这一走，就 45 年。 ”

12 月 25 日下午，郑明从上
海坐高铁赶到广州。 见面之时，
他父亲在病房里输液，意识恢复
清醒，病情也趋于稳定。

同日下午，郑明在老家的堂
哥郑强、 邻居家的大哥也赶来
广州，“一方面， 老爷子身体状
况不好， 我一个人搀他回家也
有点不方便；另一方面，老爷子
走的时候我太小了 ， 还不记
事。 ”郑明说。

据了解， 老人共有三位子
女， 大女儿今年 50 岁， 早已出

嫁，现在有两个女儿；大儿子 48
岁， 在淄博从事建筑相关的工
作，育有一儿一女。 老人负气出
走时，小儿子郑明才出生，今年
也已经 45 岁， 目前在上海从事
建筑行业的工作。 郑明说，母亲
比父亲小两岁， 今年 70 岁了，
自老人走后没有再嫁，独自抚养
大了三个儿女。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郑
明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并买
了晚上 10 时多的火车票回家，
第二天晚上 9 时多就能到家。

“老伴知道他要回去，安排两
个侄子到火车站接车，回去以后
马上住院治疗。” 郑茂富的侄子
郑强说。

临走时，一家人对前来帮助
的广州志愿者表达深深的谢意。
老人这次住院的 4900 元治疗费
全部由尚丙辉等志愿者团队支
付，还专门为老人购买了一辆手
推轮椅和崭新的冬衣。

“如果不是广州的志愿者，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父亲
了。 ”郑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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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6 年，志愿者们
就认识了郑茂富老人，当时，
郑茂富老人还在广州火车站
一带拾荒， 晚上也住在火车
站附近的地铁口，直到最近，
老人到了越秀区一德路附近
拾荒。

“之前我们给这些露宿者
买了折叠凳，让郑茂富老人代
为保管，每次我们去他都拿出
凳子给我们坐。 ”志愿者陈仲
文说，“但是问到老人是山东
哪里的， 老人就不愿意回答，
多问几句老人还会发火，大家
都叫他‘老山东’。 ”

陈仲文称， 近两个星期，
广州突然降温了，老人在街头
淋了雨挨了冻，本来老人身体
素质就差， 生病还不吃药，就
抵抗不住了。

“我们志愿者以及政府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经常劝老人
去救助站， 但是老人就是不
肯。 ”陈仲文说，老人平时脾气
较犟，而且性格内向，平时话
少， 从来不主动跟别人说话。
“但是由于我们志愿者和尚大
哥与他平日里接触较多，而且

认识较早，他还比较听我们的
话。 ”

志愿者口中的尚大哥叫
尚丙辉，12 月 20 日晚， 也就
是在尚丙辉和一批志愿者的
劝说下，郑茂富老人答应去医
院接受治疗。

“当晚看到老人情况很
差，害怕老人出事情，于是立
即在路边拦的士送老人去医
院。 ”尚丙辉称，“但是的士司
机看到老人的样子，担心引起
麻烦而拒载，拦了好几辆都没
成功。 ”

“当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了，背起他就往医院跑，但是
老人在我背上一直往下滑，而
且喘气声音非常大，担心老人
出现什么问题，我又赶紧拨打
了 120 救护车。 ”53 岁的尚丙
辉回忆那天晚上的情景，仍心
有余悸。

到了医院，志愿者为老人
交了治疗费和住院押金。

经过检查，医生说老人可
能长期饥一顿饱一顿，身体状
况较差，诊断为“肺炎加上胸
腔积水”。

尚丙辉自认为自己是郑茂
富老人比较信得过的人，连续两
年给老人送衣服送食物，但老人
仍然一直拒绝告诉志愿者自己
家乡的情况。

尚丙辉长期接触这样的流
浪人员，“他们不愿回家，大部分
人一开始是负气，到后来是觉得
没脸回去，其实很多人是很想家
的，怎么会不想家呢？ ”

“这次生病住院， 也许是因

为病得很重，老人觉得生命快到
终点了，也许是我们志愿者把他
背去医院感动了他，他终于向我
讲出了自己家里的地址。 ”尚丙
辉说。

志愿者们立即开始联系老
人家人，经过多方努力，都联系
不上，尚丙辉突然想到可以借助
媒体的力量，于是从 22 号开始，
志愿者们在老人家乡媒体发布
老人危在旦夕的消息，期望可以

联系到老人的家人。
幸运的是， 老人的家人 23

号就在媒体上看到了老人的信
息，“我们看着媒体上老人的样
子和我们印象中的样子有点像，
名字地址也对得上，而且我们这
个庄只有几个姓郑的，我们就确
定了这个老人就是我们走失的
家人， 于是立马联系了媒体，并
且给老人的小儿子打了电话。 ”
郑茂富老人的邻居说。

12 月 26 日 晚 上
10 时许，广州火车东站
一列列车缓缓启动，72
岁的郑茂富望着窗外
这座接纳他流浪数十
年的城市。

他即将回到阔别
45 年 的 老 家 ： 山 东
滕州。

45 年前，因为家庭
琐事， 他一气之下出
走，抛下妻子和几岁大
的三个儿女，没想到一
别就是 40 多年。 从一
开始的负气， 到后来
“没脸回去”，再后来成
了“执念”，任何人一问
他具体的家乡就“翻
脸”。如果不是最近的一
场大病， 如果不是碰上
毅然背起他送往医院的
志愿者， 让他封闭多年
的心扉打开， 他依然是
流浪在广州火车站周边
的怪老头“老山东”。

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 他的病情得到了及
时的救助， 他的儿子侄
子专程赶来接他， 更好
的消息是： 独自带大两
儿一女的妻子始终未再
嫁，一直等着他的归来。

羊城晚报记者 温建敏
实习生 韩羽柔 刘婷婷 媒体发寻亲信息，家人才得知他的消息AA

淋雨挨冻生病，志愿者救了老人一命BB 一场大病之后，“怪老头”终于敞开心扉CC

45 年过去，一家人仍在等着他回来DD

老人的家人为广州志愿者
送来锦旗 志愿者供图

小儿子郑明45年来第一次为父亲喂粥
志愿者供图

古稀“老山东”流浪 年
广州志愿者帮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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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事人意愿，郑明为化名

“他呀，很会聊，总是能通过
聊天找到一些原本无法执行的
案件的线索。 ”宝安法院的西乡
法庭庭长连怀军笑称。

今年年初， 陈锐钊接手了一
个离婚后财产分割补偿案件。 案
件中， 丈夫刘某同意离婚后补偿
给前妻 20 多万元，然而，离婚判
决生效后却一直迟迟不给钱，还
玩起了“人间蒸发”。 他的前妻无
奈之下向法院申请执行。 银行账
上没钱， 又坚决不透露行踪……
陈锐钊知道，这样的案件需要“慢
慢磨”。 于是，他开始和刘某“聊
天”，在各种语言“周旋”后，刘某
透露， 自己在东莞大岭山镇的一
家叫“QINDA（音近）”的企业上
班。 陈锐钊立即上网查询与之发

音相似的企业， 真的找到了这家
企业，不料，公司负责人却说，刘
某在 2018 年 1 月已经辞职。

刚刚有点线索就断， 陈锐钊
早已习惯。 他从之前企业获取的
资料， 开始分析刘某的学历背
景，“他是一个理工男，曾经在深
圳工作，有没有可能还在深圳工
作？ 如果有工作，会不会缴纳公
积金？ ”一连串的疑问在陈锐钊
脑海里闪出，他马不停蹄赶往深
圳公积金中心，果然，有一家企
业今年已连续几个月为刘某缴
纳公积金。 陈锐钊立即赶往这家
企业，找了好几个月的刘某真的
在这里上班！ 不巧的是，刘某当
时并没有在公司，陈锐钊向公司
人事部门反映情况后离开。“当

天晚上 7 点多，他主动给我打来
电话说，‘我要还钱，我不想再被
法院追了’。 ”

两天后， 刘某支付费用给前
妻， 两个家庭都重新步入正轨。
“我们本要对他进行拘留， 考虑
到他已重新组建家庭，有两个孩
子要抚养， 父母年纪也大了，眼
前这份工作对全家都重要，我们
最终没有拘留他。 ”陈锐钊告诉
记者，“家庭幸福，社会才能和谐
安定啊！ ”

“执行工作不能先入为主，
同样设身处地为被执行人着想，
他们也会支持你的行动。 ”陈锐
钊说道，在执行过程中，让当事
人感受到法律威严的同时，也要
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1997 年， 陈锐钊来到宝安法
院工作。“一开始是当书记员，后
来派到各个基层法庭。 ”经多年磨
砺，陈锐钊对法院工作各个环节都
十分熟悉。 2007 年， 他进入执行
局。 在多个法庭执行历练后，2018
年 5 月，他调入西乡法庭。

西乡法庭是宝安法院的“案件
大户”，一年案件逾万宗，其中执行
案件超过案件总数的一半，且案情
都较为复杂。 陈锐钊总是能把“难
啃”的执行案办得漂亮。 3 年前，宝
安西乡一栋出租屋的房东和租客
发生纠纷，租客在出租屋上加建一
层违建， 不久后房东要收回房屋，
租客不肯，要求房东补偿，双方闹
上法庭。 法院判决租客腾退房屋，
并支付拖欠的租金十几万元。租客
拒不执行， 被法院司法拘留 15
天，并被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
然而，租客陈某认为，自己损失未
得到弥补，不愿配合执行。 双方就
这样僵持了 3 年。 直到 2018 年 5
月，陈锐钊接手了这一案件。

陈锐钊仔细了解案情后，把房
东和租客都约到办公室，从房屋现
状入手，帮助双方仔细分析，努力
找到双方利益共同点，给出了解决
方案。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房东同
意收取租客 4 万元租金后了结案
件， 租客也同意在 15 天内搬离房
屋，拖了 3 年多的搬迁案终于得到
解决。

让陈锐钊意外的是， 一周后，
租客陈某为他送来了一面锦旗，上
面写着“公正廉洁、为民解忧”。陈某
说，其实这三年因经营困难，生活过
得不容易， 最终， 陈法官用心促和
解，让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强制措施不是执行工作的唯
一办法，如果案子结了，矛盾却继
续激化，就不是理想的效果。 我希
望经手的案件能够案结事了。 ”陈
锐钊如是说。

11 年时间， 陈锐钊经手案件
2500 多宗， 收获了 20 多面锦旗，
不只是申请人感激他，近半锦旗来
自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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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锐钊法官这些年来共执行
案件 2500 多宗，执行标的高达数
亿元。 荣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个人三等功 ，连续三年被评为深
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先进个人 ，
两次获得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
院十佳法官。

其人

扫一扫二维码
看人物故事短视频

两次获得区法院十佳法官

执行难，最难的莫过于最
后“案结事了”。 在深圳，有这
样一位执行法官， 无论是案
件执行到位，还是“执行不能”，
当事人都对他十分满意———

他是宝安区人民法院西乡法
庭执行法官陈锐钊。 憨厚的脸、亲
切的笑容，第一次见面的人，很难将
他与雷厉风行的执行法官联系起来。
然而，这位“70 后”法官却是一个实
打实的“老执行”。

进入宝安法院工作 21 年，历经多个
岗位。从事执行工作 11 年，一路走来着实
艰辛，这半年来，陈锐钊头发白了快一半。

说起这份工作，他有心酸也有快乐：
一般来说，很多被执行人对执行法官会“本
能”抗拒，然而，他却收到了许多被执行人送
来的锦旗。

执行工作不易，陈锐钊有自己的体会：“执
行这条路很崎岖，但，只要用心做，其实没有那
么难。 当看到当事人的事情最终解决时，再辛
苦都值得！ ”

策划：杨铭 林洁
统筹：林晔晗 董柳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郝浩宇

通讯员
付 斌

用心促和解，连“老赖”都给他送锦旗1
全力找线索，让当事人感受“法律温度”２

过 去 十 多
年， 陈锐钊年均
执结案件近 300
宗。 近三年，随着
“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推进，年均
案 件 数 飙 升 至
600 宗以上。 仅
今 年 5 月 至 12
月， 他就已执行

结案 500 多宗。 500 多宗案子里
不少是棘手的案件，需要用时间
和智慧去化解。

一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申
请执行人欧某身患食道癌，术后
还缺钱治疗， 但案件经多次查
控 ，无可供执行财产 ，只能“搁
浅”终结本次执行。“拿不到执行
款， 他后面几年的治疗没有保
障。 ”虽然做了终本手续，陈锐钊
却没有停止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
有心人，陈锐钊了解到被执行人
有一笔应收账款在其胞兄名下，
而被执行人胞兄正在对这笔款

进行诉讼。
一年的时间， 案子审结了，

被执行人胞兄获得了几百万元
货款， 陈锐钊第一时间找到他，
但他却以证据占优为由，坚决不
同意分一部分账款给欧某。 陈法
官没有放弃，不停地做被执行人
和其胞兄的工作，释法理、讲道
理，终于两人同意将应收部分账
款用以偿还欧某的执行款。 2018
年 2 月 1 日，25 万元执行款全
部送到欧某手中。

“感谢陈法官给我未来短暂
的人生带来法律的温暖”， 拿到
执行款时，欧某流下了眼泪。

地处特区、经济活跃，深圳
宝安法院近年来执行结案情况
均呈高位运行态势 。 2016 年、
2017 年 分 别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24061 宗 、40568 宗 ，2017 年同
比增长 68.6% ， 而在 2018 年
1-11 月， 宝安法院已执结案件
30804 宗。 成绩背后，是陈锐钊
和他的同事们日复一日的付出。

不放弃任何可能，
帮癌症患者追回欠款3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执行难？
陈锐钊：执行难，一方面是查人找物难，另一面

是矛盾调和难。作为执行法官，要用心去查找线索、
用心沟通、用心化解隔阂，争取执结一宗案子，化解
一个矛盾。 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这样很多案件就并
不是那么难，就算有的案件属于“执行不能”，当事
人也更能理解法院工作。

对话 执结一宗案子 化解一个矛盾

陈锐钊核算涉案金额

被 执 行
人 给 陈 锐 钊
(左）送锦旗
受访者供图

十一年倾心执行路
连“老赖”都给他送锦旗

陈锐钊：用心做执行，再难也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