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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杨佩龙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

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杨佩龙。今天下

午，在聆听完胡国运学长的事迹宣讲之后，我感触良多，在此我想主要结

合胡国运学长恪尽职守、突破创新的精神向各位汇报我的学习体会与心得。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学会“自找苦吃”。在我的心目中，

胡国运学长便是这样的人。在从业的 25 年里，他自己找了许多的”苦“吃。

第一个，是专业成长的“苦”。我们能够看到胡国运学长从事司法审判

工作 25 年，期间，他办理疑难杂案逾千件，但他能够对于每一份案件都做

到问心无愧。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其过硬的专业素养。但“人非生而知

之者”，胡国运学长如此成就的背后，是其常年不断努力学习、深耕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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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与胡国运学长一起共事的人常说他是“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对于

庞大而复杂的法典体系与经典案例，胡国运学长都能熟稔于心。我也是一

名法律学习者，我时常体会到所谓“过目不忘”并非天赋使然，而是长期

坚持的刻苦努力。胡国运学长所展现的精神品质，是激励我们年轻一辈法

律工作者坚持学习，提升水平的重大动力。

第二个，是勇于开拓的“苦”。在专业学习和工作发展的道路上，最为

艰难的部分是勇于探寻新的界域。司法工作事关公平与正义，在面对新类

型的案件时，如何寻找新的思路，既要实现实体正义，也要实现程序正义，

是司法工作人员长期面临的挑战。有人曾说，公务员的工作，少干少错，

多干多错。但胡国运学长深知，即便他不面对这类难题，这些问题仍旧会

困扰其他法官和当事人。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胡国运学长

带领工作团队攻克了诸多司法难题。作为一名博士生，我们的师长也一直

教育我们时刻保持创新的精神。但在司法工作中，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精神，

更是一种勇气。胡国运学长的所言所行，充分体现了北大人勇于担当的宝

贵品质。

第三个，是凡事多做一分的“苦”。胡国运学长曾说，他最大的成就是

当事人脸上露出的笑容。我们也知道，就在他离世当天，即便他已感身体

不适，仍旧向大家表示，要在新庭长到位前，自己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处

理完最后一份案件。所谓凡事多做一分，就是指干活要干“良心活”。如果

对于自身没有严格要求，没有理想信念，是干不好这些“良心活”的。不

仅仅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胡国运学长永远有这种凡事多做一分的精神，

精益求精 ，做到最好。

回顾胡国运学长吃的这些“苦”，不难发现，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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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共产党员多吃苦，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少吃苦。胡国运学长经年累

月所坚持的价值观，便是如此。他为了群众的一份放心，自己甘愿多用心；

为了党和国家的一份安心，自己甘愿多操心；为了母校的一份舒心，自己

甘愿多费心。

2020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要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我认为胡国运学长便是最好的学习榜

样，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忘初心，努力提高专业能力，敬业乐群，时

刻以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心头。

最后，再次向胡国运学长表达我们最为崇高的敬意与缅怀。他的高尚

品格将会成为北大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永远被铭记，并激励新一

代的北大人，努力拼搏，在新时代再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