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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批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群体。
法律援助机构，是中国政府为保障公民权利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并应运而生了具有大爱精神的法援工
作者。
他们为贫弱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奉献了全部的真诚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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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系法援 俯首甘为孺子牛——访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原主任黄家林
引子心声
红色岁月在蹉跎中成长
青春奏鸣恰缝春风漫卷时
创业记忆痛并快乐着
开拓创新荒原上的旗帜
省际协作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
倾力援助为农民工讨薪维权
点燃希望维权路上有法援
情系法援挥不去的遗憾
尾声丹心谱
真情无价 爱的奉献——访江西省法律援助处处长郑宇红
引子：初识印象
小荷露出尖尖角：在苦寒中吐芳
法律援助初创：在探索中前行
挖空心思筹经费：在岁月中奔忙
法律援助：荆棘路上有情有义
法律援助：弱势群体仰望的曙光
法律援助：在无奈与尴尬中奋进
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尾声：感动
深情系法援 耕耘勇当先——访河南省郑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张勇赛
先声夺人：打响中原法援第一枪
艰难创业：创立“郑州模式”
勇于创新：开启全国“第一”
千里取证：还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
六审六决：法律援助永不放弃
不离不弃：拯救迷途的羔羊
真情无价：为农民工兄弟维权
开拓进取：法律援助路在脚下
尾声：延伸的路
上善若水 兼爱于心——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林峰
印象：黄土高坡
磨难：成长的摇篮
历练：从乡镇司法助理员到律师
坚守：法律援助的艰难探索
拯救：不能放弃的生命
寻找：没有被告的诉讼
教育：一次特殊的庭审
真情：一场酒换醒父女情
成就：走在法律援助的大路上
后记：爱在固原
情洒白 山黑水间——访吉林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登奎
悠悠岁月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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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中的骆驼
天下寒士俱欢颜
生命的挑战
人间正道是沧桑
豁达睹青天
为你许个心愿
尾声：情洒白山黑水间
关东大汉 大爱在心——访辽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廷荣
印象：东北汉子
成长：从校园到机关的磨练
父亲：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仁爱：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创建：法律援助人的酸甜苦辣
办案：扶弱济贫匡扶正义
生活：平淡之中的永恒追求
尾声：法律援助需要援助
草原上绽放的蒲公英——访内蒙古自治区察右中旗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孙莉萍
引子在那遥远的地方
仁爱的种子事业的传承
法律援助一个人的事业
两次援助为了孩子不再骨肉分离
最高赔偿为伤者争取最大的利益
谁是被告为农民工索赔
吃人的路谁来为死亡负责
十年奋斗搭建和谐的彩桥
尾声蒲公英之歌
仰山之高 接天怀抱——访焦作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孔繁宝
印象浓浓乡音
小小少年有了烦恼
从头再来创业维艰
以法之名行法援事
工作先行体现价值
理顺架构建设网络
年轻村官新生力量
火爆脾气和谐团队
公平正义自在人心
陷得太深爱得太切
无所畏惧一路前行
培养新人规划人生
尾声山石之歌
爱心温暖了冰城——访哈尔滨市道里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马勇
引子我的歌德巴赫猜想
冰雪之中磨意志
初生牛犊不怕虎
侠女仗剑持正义
法援中心的十一五
我是什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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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权益如何维护
笔耕不辍助思考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尾声：美的绽放
鹰击长空迎旭日 勤鸟先飞总前行——访原广东省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赵晓飞
引子雄鹰之颂
迷途知返雏鹰振翅当自强
响鼓重锤宝剑锋从磨砺出
坚持不懈70发子弹出神枪
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登雅堂
自学成才锲而不舍谋大业
指看南粤飞向改革开放最前沿
勤鸟先飞勇为法律援助第一人
奋战百日立显法律援助社会成效
历历在目难忘的法律援助那些事儿
意犹未尽情深意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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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黄家林的记忆中，父亲的成长经历十分的离奇。
解放前，父亲家里很贫穷，但尽管如此，祖父母仍旧挤出钱来供父亲读了4年小学。
后来，实在供不起了，父亲只能弃学到镇上的一家粮店做了记账伙计。
一天，驻扎在寿县境内的新四军中的一名干部，到父亲所在的粮店购买粮食。
在聊天时，新四军干部动员父亲参加新四军，并让他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同参加。
还许诺：如果能动员30人参军就可直接担任小队长，100人就可担任中队长，300人就可担任大队长。
父亲果然不负重托，回到老家后，他四处串门，做动员，一下子拉出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还有100
多杆枪。
新四军也没有食言，委任父亲为寿（县）、六（安）、舒（城）、合（肥）县游击总队第7大队大队
长。
黄家林十分佩服父亲的人力资源，他常常对周围的朋友自豪地讲：“我的父亲可不一般，没有当过一
天兵，参军就是大队长啊！
”说到这里，黄家林爽朗的大笑起来。
在黄家林眼里，父亲很高大，为人大公无私。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打起来之后，一些故乡情结比较重的乡亲，不愿意离开故土，中途离开了部队。
一次，乘着父亲去上级单位开会时，他的队伍里一下子就跑了几十人。
父亲回来后，有几个被抓回来的乡亲被一些人吊起来打，父亲立即制止其行为，并给打人的人讲革命
道理，对那些想离开部队的乡亲放他们离开。
由于部队减员比较多，父亲主动向上级申请，降低自己的职务。
最后，部队渡江后，父亲留了下来，在独立团团部工作。
1955年，父亲被授予少尉军衔。
由营级大队长（军衔大尉）降至少尉，父亲没有任何怨言。
直至离休才享受个县处级待遇。
“真是能上能下的典范呀！
”黄家林幽默地说。
不仅如此，父亲从来就不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放在心里。
三年自然灾害时，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有些地方更是到了无粮可食的境地。
那时，和所有中国民众一样，黄家林的家里也面临着吃饭难的困境。
然而，身为粮站站长的父亲，却从未从粮站拿回一粒米。
父亲常常告诫孩子们：“公家的东西咱一粒米都不能拿，一点便宜也绝不能占。
”但是，当群众有困难时，父亲却甘冒政治风险，救民于水火。
一次，父亲到县粮食局开会，途经一个生产队。
当时天已见黑，而生产队的家家户户屋里都没有一丝炊烟，没见一点亮光。
父亲经过一户人家时，便走进去一看究竟。
只见这一家人蜷缩在床上，饿得都无法起床了。
经了解，这个生产队已经断粮多日，大家都饿得起不了床了。
父亲见状，认为再不让他们吃上顿饭，全生产队的人很可能会被饿死。
于是，他立即吩咐同行的粮站工作人员，让其马上赶回粮站，连夜把本该调拨给县里养猪场的米糠调
来，让全队人先吃。
最后，因为米糠没有送到养猪场，猪场的猪被饿死了，父亲也因此被批斗。
但每逢父亲的批斗会，被救生产队的老乡们就赶到批斗会场来，为父亲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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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爱2:走近中国法律援助工作者》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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