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实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篇一

近日，x法官邹碧华先进事迹经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报
道后，社会反响热烈，我们既为有这样一位党的好干部、人
民的好法官而自豪，同时也为他的英年早逝而痛惜。学习邹
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我们要身体力行，以干好本职工作的实
际行动告慰英灵，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
伟大“中国梦”助力。

注重转变工作作风。作风就是党风，作风就是效率，作风就
是战斗力。邹碧华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加班加点是常
态，“5+2”、“白加黑”，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平时周末，
精力非常旺盛，“我不累”，是他的口头禪。邹碧华在法院
工作26年来，从最基层的书记员做起，即使身居庙堂之高，
每次院长接待日后，仍仔细研究每起案件的卷宗，并跟踪关
心案件的解决结果，“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帮
帮他们。”这是邹碧华用真心真情换来的百姓好口碑。学习
邹碧华先进事迹，我们就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从自身做
起、从自身抓起、从自身改起，做到自身正、自身凈、自身
硬，做到底气足、腰桿硬、能服众，以过硬作风树正气、祛
歪风，彻底根除“四风”，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
做“官”，扎扎实实做事。以过硬的作风，促进工作，赢得
民心。

注重创新开展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发展的
基础。邹碧华任x市高院副院长前，曾在长寧区法院工作过4



年。他在担任长寧区法院院长期间，率先在全市搭建诉讼服
务平台，挂牌成立了全市首家“诉调对接中心”；设立便民
电话，方便群众诉讼，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到x市高院任职后，
推行了员额制等分类管理改革，x司法改革前无古人，领全国
之先。学习邹碧华先进事迹，我们就要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要坚持深入实际，勇于实践，学会在实践中探索，在
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科学发展，在实践中自我提高。要加
强学习，勤于思考，不断开阔眼界，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
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增强把握全局的能力，
创造性开展好工作。

注重培养担当精神。敢于担当，就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x
市高院推行的员额制等分类管理改革，涉及法院干警“穿上
法袍”还是“脱下法袍”的切身利益，更是众人瞩目。如果
按照职务等“一刀切”，无疑是操作简单又不得罪人的办法，
邹碧华为了“一定要把最优秀的法官配置在办案第一线，给
我们的未来留出空间”，选择背著“黑锅”前行，顶著“骂
名”跋涉，坚决反对迁就照顾。敢啃“硬骨头”，甘当“燃
灯者”，只为在人间点亮正义之灯。“桥的价值在于承载，
人的价值在于担当”。当前，我国正值改革攻坚期、经济调
整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实现“中国梦”的前进道
路上充满了荆棘和挫折，学习邹碧华先进事迹，就要把担当
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履职尽责的强烈愿望、干事创
业的崇高追求、舍身忘我的工作热情，直面矛盾和问题，主
动接受挑战，大胆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和
历史检验的业绩。

共产党员是先锋模范，从焦裕禄、孔繁森、王彦生、李林森，
到邹碧华……，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动于共产党员的崇高无私，
感动于党的好干部的敬业奉献，让我们化感动为力量，用更
加自觉的服务，更加严格的自律，更加主动的工作，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復兴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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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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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篇二

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x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邹碧华属于后者。我们学习邹
碧华先进事迹，就是要用他的精神孕育出更多的“邹碧华”，
为法治中国的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邹碧华是勤政务实的好干部，投身司法事业26年，始终坚
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崇法尚德、公正为民”的职业精
神，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人民司法事业，为法治中国建设
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作为党员干部，都要有他身上体现
的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和
职业操守。

邹碧华是行业的创新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只会越来越退步，吐故纳新、与时俱
进，才能越来越进步。面对新形势，邹碧华主持制定x法院信
息化建设三年规划，他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用信息化力推司法公开，其中6项应用属
于全国法院首创。“不日新者必日退”。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像邹碧华一样，敢
于创新、善于创新，在创新中赢得工作主动、答好考题。

邹碧华是司法改革道路上的“燃灯者”。“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他充分体现了“燃灯者”的担当精神。
邹碧华同志作为x高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兼司法改革办公
室主任，始终站在司法改革的第一线，勇挑重担，不畏困难，
以前瞻性的改革视野、精深的法学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
为全国司改担当探路先锋。生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时代，
每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像邹碧华一样，追求改革理想，献身



改革大业，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顶住压力，冲破
阻力，将改革“一点一点向前拱”，在改革的征程上“杀出
一条血路”。

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篇三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邹碧华就是这样一位公平正义的好
法官，但是在20xx年12月31日，这位人民的好法官病倒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年仅47岁，在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邹碧
华奉献了20xx年的青春。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呕心沥血。斯人
已逝，幽思长存，邹碧华虽然已逝去，但是他的精神长存，
他对工作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

邹碧华是专家型法官，在大学毕业后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取
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编著了《要件审判九步法》
《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等10多部著作。我作为一名新进的
公职人员，我不仅要学习业务技能，而且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使自己了解更多更全面的东西，做到在实践中提升自己。

邹碧华同时也是勤政务实的好干部，他创造了“安检权重系
数”避免了“一刀切”的现象，他还建立科学考核标准，让
年轻法官也有公平的机会胜任审判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
勤政务实、不搞特权主义。我们基层干部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勤政为人，踏实做事。心中铭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所给的，
就要权为民所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邹
碧华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篇四

2014年12月10日，47岁的邹碧华走了，全国法律界震惊之余，
一片哀悼之声。这些天来，全国掀起学习邹碧华先进事迹的
热潮。全国法律同仁都十分惋惜邹碧华法官的离世，感叹这



是不同领域法律人的共同损失。

听取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后，作为一名基层法庭工作的
法官，我深受感动，觉得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向他学习：

人们都说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一点邹碧华同志做
到了。他是专业的法官，也是法院系统最好的“产品经理”，
他带领团队建立了x法院审判管理信息中心、执行指挥中心、
司法警务指挥中心、数据共享中心及十大司法公开与服务平
台、自主研发了信访投诉监控系统......他精湛的审判业务
能力、敬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从法官、检察官到法学教授、
律师、当事人，以及社会各界的尊敬。

他家的三面书墙，桌椅旁都堆满了书。勤奋的邹碧华将审判
实务和理论研究结合，写下《要件审判九步法》《公司法疑
难问题解析》《基层法院可视化管理》等10多部著作，其中
《要件审判九步法》成为全国民事法官和律师办案的重要指
引。取得这些成果，可以看出，邹碧华同志在百忙的工作中
抽出了多少时间用在学习上！

他关爱家人、关心同事、善待律师，对于当事人，他更是饱
含深情！他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他曾经
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离去，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因
为我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一点，人民的
好法官邹碧华做到了。

邹碧华先进事迹报告篇五

邹碧华同志说过，我们需要一个有同理心的社会。他不仅这
么呼吁，更是身体力行。他用温暖的人文关怀，诠释着法官
职业中同理心的应有之义。

同理心，又叫做换位思考、神入、移情、共情，是站在对方
立场思考的一种方式，是进入并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并将



这种了解传达给他人的一种技术与能力。这个心理学词汇温
暖、和煦，理解起来不难，日日贯彻实践却并非易事。

去年的我，除了法官的角色之外，还是一名高龄产妇。十月
怀胎，让我硬是修炼成了半个妇产科专家，而这样的成长，
却实数无奈。每次产检，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坐在各种仪器之
后的“机器医生”，不要说语言沟通，连眼神的交流都少的
可怜。

一张张冰冷的检查结果，书写着一堆堆难懂的医学术语，指
标合格还好，一旦稍有偏差，接踵而来地就是更加繁杂的检
查。心有不安，诚惶诚恐地询问，常常没有下文，或是换来
惜字如金、云山雾罩的回答，不敢再多问，只好回家上网查
询，久而久之，自己也竟懂了很多专业词汇。

临近分娩，需要手术，家人很是紧张，没能免俗地托关系，
找熟人，联系好了一位医生。我列了张问题清单，倒豆子似
得一一请教，她微笑着解答，还没上手术台，我的心就放下
了一半。久违的温暖包围着我，腹中的生命也好似心情大好，
活波起来。现在想来，这就是医生的同理心，她是真的做到
了换位思考，理解了我作为一个准妈妈的紧张心情。

回想平日里和当事人沟通，常常抱怨他们对案件的陈述杂乱、
冗长，当听到“举证期限”、“答辩”等在我们看来简单易
懂的词汇时，眼神里透露出迷茫、惊慌，像极了产检时的我。
那一刻，我更加体会了同理心的内涵。医者仁心，我们是在
医治“心病”，此时的当事人需要的是有温度的司法支援。

也许是案多人少的压力让我们变得程式化，也许是当事人的
误解让我们委屈伤心，心中不知从何时起磨出了抗拒的老茧，
工作中只有僵硬的法条，对当事人眼中掠过的惶恐视而不见，
一不留神沦为了“办案机器”。邹碧华诚挚的文字给了我们
最好的指引：“当事人所面对的是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
而绝非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也正因如此，当事人所感受到



的是法律对每一个人生命、人格、尊严、情感的尊重和保护，
以及法律真正的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法官的法律智商是过硬的专业知识，那同理心则是法
官情商的重要内容。没有法律情商的支持，法律智商将无法
发挥得淋漓精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理心这把情
商利器，是邹碧华法官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财富。善用它打
开当事人的心门，收获必将是满满的司法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