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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黄乐平：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
委，九三学社社员，北京义
贤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
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
心主任。先后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维护职工
权益杰出律师、全国法律
援助先进个人、九三学社
中央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
北京榜样人物、北京市法
律援助特殊贡献奖、北京
市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等。

黄乐平：人至半山处
通讯员 程恳

认识黄乐平律师已有几
年。碰面多是开会时，听过他
发言，此外再无深入交流。

待要前去采访，我开始收
集关于他的各类媒体报道进行
浏览。越做功课，就越忐忑。
正义，专业，执着，敬业……
他简直是那种完美到让人“害
怕”的采访对象。

公益律师的工作面临常人
难以想象的风险，而且收入与
商业律师悬殊，很多人不理
解。是什么力量驱动，使黄乐
平在这条路上坚持十几年？我
想试着寻找答案。

答案渐渐浮现。事实上，
一旦和黄乐平有过深入交谈，
那份不理解，会转化为了然和
钦佩。

他坚韧地为理想奋斗，认
为没有什么比“接近理想更有
价值的事”，却从未脱离现实
去构建理想。

采访中，他多次强调能
力。正如他反复告诉义联人：

“大凡理想诸君，多为激情之
士；无激情无以成事，惟激情
仍无法成事。”

媒体人陈磊是黄乐平的多
年好友，两人合写了十余万字
的书，讲述义联故事。我问陈
磊，他眼中的黄乐平是什么样
的？他想了想，以一句让我颇
感意外的话回应：“工伤保险
领域的科学家。”

这或许是个恰如其分的评
价。

无激情
不成事
通讯员 程恳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一群农民工，今天来
信特别感谢海淀区政协各位领导，感谢您们
培养的优秀政协委员黄乐平律师。”2017年6
月的一天，一封62名农民工联名写的感谢
信，寄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政协。

事情源自2015年底。袁纪龙等62位河南
籍农民工在河北廊坊务工时被无故拖欠工资，
四处奔波无果。在海淀区政协委员、北京义联
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义联”）主
任黄乐平律师的法律帮助下，案件得到圆满解
决，39名农民工拿回工资总计526310元。

“知道他是政协委员，我们就想给组织写
封信，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委员在为我
们农民工无私奉献。”

到北京领工钱的那天，黄乐平还不忘把
工人们的盒饭一一买好。“真是打着灯笼都找
不到的好人！”袁纪龙感叹。

而类似的好事，黄乐平已做了15年。

■ 两个世界

即便过去了十年，陈淑静也难忘那一天。
2011年，在义联工作的她随黄乐平一

起，驱车400余公里，从北京来到河北承德围
场县的一个村子，探访法律援助对象郭海良。

临近4月，从春意盎然的北京来到寒风凛
冽的围场县，陈淑静像是跳进了另一个世界。
越过一条冻得厚厚的冰河，穿过裸露着红砖的
围墙，走进静谧封闭的四合院，他们见到了躺
在床上吸氧的郭海良。环顾四周，炕旁边白色
吸氧机，是灰蒙蒙的家中唯一亮眼的家具。

身为三期尘肺病人，郭海良加大吸氧量，说
了比平时多很多的话，不停地重复着感谢。回忆
起那一刻，陈淑静说自己觉得汗颜：“我们能做
的太少太少了，并不能使这个家走出困境。”

事实上，义联已经做了很多。
在义联的帮助下，郭海良和工友得到了

职业病诊断的机会，并被劳动部门认定为工
伤。但残酷的现实是，相对于巨额医疗支出，
赔偿金只是杯水车薪。仍有很多郭海良们，在
经历生死考验。

“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在你想象之外的
世界谋生，在你所不知道的角落痛苦。”不仅
陈淑静一人有这样的触动。在离开义联多年
后，90后律师张莹莹还时常想起那些未解决
的问题，夹杂着一些“莫名清晰的细节”。

一位到访的工友自述十几年前在小煤矿
中干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日复一日吸入大
量粉尘。多年后煤矿关闭，他回了老家，渐渐觉
得身体不适，被诊断患上了尘肺病。在山上放
羊，慢慢地，“撵不上羊”了。唯一能拿出当年在
煤矿工作的证据，是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还
是个年轻人，站在矿口，笑容灿烂。但这张记录
了往日欢乐的照片，如今并不能帮上他。

这位尘肺病患者举着照片的场景，一直
印在张莹莹脑海中。张莹莹坦言，从没想过所
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当这些问题落在真
实的个体身上，当他们和他们的命运鲜活呈
现在我们眼前，这不是一句‘爱莫能助’可以
自我开解的。”

两个世界带来的刺痛感，黄乐平感受了
太多。这也正是他致力于改变的动力。

义联，取意于“义工联合”。2007年，北京
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黄乐平在《告义联诸君书》中慷慨陈词：“义联
诸君当以何为衡？自当以义助残弱众寡为衡，
以研究劳工权利深浅为衡，以劳工群体信任
高低为衡。”

做公益，既微小也宏大。
“维权咨询和法律援助能够帮助劳动者

解决燃眉之急，但受益者终究还只是个体。”
黄乐平的“野心”很大，大到“愿天下劳工俱欢
颜”。在他的谋划中，除了针对个体的法律援
助，义联还要进行普法宣传以及政策、立法建
议研究与倡导，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从而“改
变一个群体的命运”。

■ 一次经历改变一个人

见到黄乐平，是在他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的办公室里。身高近一米九的黄乐平，穿着深
色西装，走起路来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沉稳
可靠。

黄乐平被媒体称为“工伤维权第一人”。
为什么要做公益？这是很多人问他的问题。

2006年，义联起步于农民工聚集区的一
个小工棚。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条件艰苦、
经费紧张的状况。从小工棚走到现在，从三个
人到三十余人，从一条热线到建立民间智库
雏形，义联用了15年。

也是这15年中，义联代理法律援助案件
逾1.2万件，帮助受援人获得赔偿超过4.6亿
元，累计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超过21万人次，
受惠人群超过70万人次。

“你相信一次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
相信。”黄乐平谈到自己申请工伤的亲身经历。

那是2003年春节前夕，某中央企业集团
工会组织了一场职工篮球赛。黄乐平是这家央
企的专职法律顾问，酷爱篮球的他作为队员参
加了这场比赛。断球、运球、突破、过人……突

然，赛场上的黄乐平感觉右膝一疼，摔倒在地。
膝伤远比想象中严重。经医院诊断，为右

膝关节韧带断裂、半月板撕碎。带伤工作一段
时间后，甚至走路也成问题，医院通知手术。
黄乐平向单位申请了工伤认定。

没想到的是，工伤认定历经艰难。遭遇压
力的同事原本提供了证言，后来又悄悄索要
回去；人事部用修改液把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表上的“行动很不便”“十分痛苦”“极为难受”
等涂掉……11个月后，黄乐平终于等到了

“伤残6级”的评定结果。而工伤待遇的落实，
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如果我不是律师，工伤认定还会难成什
么样？”这，是黄乐平脑子里常冒出的一个大
问号。

为了申请工伤保险，黄乐平恶补了劳动
法相关条文，查阅了国家图书馆所有工伤实
务处理方面的书籍。令他意外的是，市面上没
有一本书能满足他的维权需要。尤其是工伤
认定和工伤待遇落实流程上，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不够专业。

“像我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都感觉艰难，
普通人哪里看得懂？”黄乐平决定，“我要写一
本既专业又‘傻瓜’的书，让农民工都看得懂。
他们也许请不起律师，但可以按照这本书的
指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黄乐平编写的《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
于2004年9月出版。这本57万字的著作，首
次印刷5000册，三个月即销售告罄。次年，出
版社推出第二版，印刷1万册，也很快断货。
随后6年间，这本书重印7次，发行了十几万
册，成为法律读物中不争的畅销书，被誉为

“最实用的维权工具书”。
自此，黄乐平继续专心研究，针对劳动领

域里面职工缺乏的法律知识，不断推出新作，
一举跻身工伤维权领域的权威专家之列。

“出一本书，可能比做十个案子对社会更
有贡献。”黄乐平说。

他在书中留下了个人电子邮箱。2004年
底，就收到了几百封咨询邮件。虽有很多类似
问题，但他不厌其烦，逐一回复。一位读者通
过研读此书，加上黄乐平的免费电话指导，成
了当地农民工中工伤维权的“专家”。

“做事不能瞻前顾后。”黄乐平说，“我相
信我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想做就
去做。不会顾虑很多，也不去考虑结果。”

2005年4月，黄乐平自费创建了中国工
伤损害赔偿网——国内第一家专门提供职工
工伤维权法律帮助的专业性网站。

网站开通之初未做大规模宣传，但是随
后的发展让人惊讶。4个月内，黄乐平收到了
500余封咨询求助信。

坦率地说，做这类案子并不赚钱。当时的
职业病法律实务领域缺乏专业人士，属边缘
学科。但如此广大和迫切的需求，实实在在震
撼了黄乐平，也坚定了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念。

■ 保持多种平衡

大部分人对公益组织缺乏理解，甚至从
业者的家人朋友也不例外。

在义联工作的宋佳妮，曾和几个同在公

益组织工作的朋友去听脱口秀。坐在靠前的
位置，又笑得前仰后合，自然受到了台上表演
者的特别“关照”。表演者问他们是做什么工
作的，一个朋友回答，在公益组织工作。

表演者停顿了两秒：“公益组织？我都不
知道该接什么了。”台下的听众都笑开了。

“你还在做公益啊？”许久不联系的朋友
问起宋佳妮，常用这种略带惊异的口吻感慨
一句。既没有选择光鲜高薪的工作，也没有追
求轻松稳定的生活。在很多朋友眼中，牛津大
学毕业的宋佳妮似乎是一个“异类”。但她认
为，自己只是选择了“对自己吸引力最大事
物”的正常人。

义联吸引她的是什么？宋佳妮一连用了
好几个“好奇”：

“我好奇一家做了十几年劳工的公益组
织如何保持生命力，好奇一家民间机构如何
能产生政策影响力，好奇它如何能将微观的
实务工作和宏观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

在劳工问题领域，从农民工讨薪到社会保
险纠纷，从工伤到职业病，再到经济补偿金及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义联法律援助案件的
涉案范围基本涵盖劳动争议领域的各种问题。

随着接手的法律援助越来越多，义联面对
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
18座煤矿集体关停，数千名煤矿从业者被遣散。
部分工友患有职业病，经人介绍来到义联寻求
帮助。大规模、群体性案件，处理不当极易造成
负面影响。黄乐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工作
组，确定了“扎实做事、严控风险、定期汇报、即时
请示”的办案原则。“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在‘走
钢丝绳’，我们一定要从这头走到那头，绝对不
能有任何闪失。”黄乐平这样动员。

数月间，义联律师与矿工代表通话600
余次，在办公室接待工人72批454人次。黄
乐平和义联得到工人的理解与信任，整个过
程没有出现一例过激事件。最终，8名律师耗
时300个工作日，帮助工人获得职业病诊断，
取得了维权胜利。

既做维权，又做维稳，黄乐平带领义联开
创了法律援助工作处理新模式。

黄乐平自嘲有点“傻”。出生于湖南农村的
他，从小对农民的苦、农村的穷感同身受。而在
相识了十几年的媒体人陈磊眼中，黄乐平走上
公益道路，是时势造就，也是情怀推动。

十余年间，中国劳动法制不断进步，劳工
问题却更趋复杂，深层次的劳动者维权问题
依然棘手。黄乐平认为，未来要做的事情还有
很多，自己仍然处在半山腰上。“我经常告诉
自己，到了半山腰不能喊腿软。”

公益法律服务做起来不易。“法律”要求
理性，要从当事人的情绪中后退一步，冷静地
进行分析；而“公益”要求同理心，要理解求助
者的情感，认同它，回应它。

除了保持“理性”和“情感”的平衡，黄乐
平还一直致力于“能力”和“理想”的匹配。

事实上，黄乐平一直提倡“社会公益，贤
能多为”，强调做公益事业的人应该具备一定
的条件。“想要长期撑下去，不只是毅力，也需
要实力。”

专注于劳动法律法规领域，义联不仅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出版了数十本指导性书
籍。这种深耕下去的专业性，让很多人尤其是
弱势群体，选择相信义联，相信司法程序。

听完脱口秀的宋佳妮，畅想若干年后，在
义联成立的20周年，30周年或是50周年时，
再去听一场脱口秀。

“希望到那时，当台上的人再问起我的
工作，公益组织不再是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
词汇。”

■ 西装+布鞋

2020年7月28日，“黄乐平委员工作站”
正式挂牌成立。这天，距离海淀区政协发出成
立首批政协委员工作站的通知仅仅两周。

这天，黄乐平期待已久，也做足了准备。
“从政协平台来说，这是一项新工作。从

我自身来说，这项工作我之前做过尝试。”
黄乐平对义联的定位精准：“劳工维权社

会中坚，劳动政策民间智库。”
“我们的价值不只在解决个案，而是在解

决个案过程中，找到行业性的问题，通过研究
去发现解决问题的规律。”黄乐平希望将来自
一线的声音，传递到行政部门或立法机构。

推动立法，谈何容易？
黄乐平从跨地域、全面的职业病调查报

告入手：“理性的研究报告是政策制定不可或
缺的元素，更容易为决策层所接受。”

2010年冬，职业病调查报告任务启动。
义联研究员叶明欣回忆，短短几个月中，

大家从1026名职业病人的样本框中抽样，完
成了对172名职业病工人的访谈。这1000余
名样本，来源于义联热线电话的记录、友情机
构提供的名单和大学生返乡的调查对象。

“好几个周末，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狭小的
办公室里，拿起电话一打就是一整天。”由于
问卷设计了60多个问题，完成一份问卷的时
间在40分钟以上。一天下来，志愿者们的嗓
子都哑了，也只能完成几份。

这第一份国内民间职业病调研报告，凝
结了义联人和志愿者的大量心血。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义联召开新闻发
布会，将调研结论公开。职业病制度修法问题
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两会后，在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召开的修法会议上，黄乐平作
为唯一的法律专家应邀参会。

“职业病防治立法，职业病工人缺乏应有
的话语权，这就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呐喊。”黄乐
平以个人名义，先后3次向多位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寄送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材料。

黄乐平发现，自己团队提出的13条立法建
议，在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当中得以体现。

作为劳动法专家，黄乐平注重提出行之
有效的建议。他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铁路交
通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条例》等17部法
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工作，提交立法建议
142条，被采纳建议为41条。

黄乐平创下了中国律师界推动立法的多
个“第一”，并持续5年助推“工伤保险待遇先
行支付制度”在全国落地生根。

尽管成绩斐然，黄乐平片刻也没有停下
脚步。

政协委员工作站是新的平台。事实上，探
索建立委员工作站，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协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
加强委员联系群众工作的意见》的一项重要
举措，也是一次具体实践。

“有了组织优势，以后邀请大家参会不再
是我的个人行为。”黄乐平说。翻看海淀区政协
委员工作站制度汇编，“黄乐平委员工作站”的
职责之一，是通过调研，每年至少要形成一个
专项调查报告，及时反馈给海淀区政协。

黄乐平身体力行的另一个微小缩影，是为
了建设民间智库的理想，以39岁“高龄”攻读博
士。2021年1月，黄乐平拿到了法学专业研究
员（正高级）资格。接到通知书那天，他特地发
了朋友圈：“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终于可
以名正言顺地说一回，我是黄乐平研究员。”

如何从一名公益律师转换角色，成为一
名优秀的政协委员？黄乐平的答卷堪称漂亮：
《关于加强海淀法院执行工作规范管理》《海
淀区建立第三方参与信访工作保障机制的建
议》《构建符合海淀定位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的提案》……他的提案连续3年荣获海淀区
政协年度优秀提案。近期，海淀区政协2021
年重点提案出炉，黄乐平的名字又赫然在列。

采访结束，黄乐平起身相送，他脚下穿着
一双黑布鞋。

西装，布鞋，这种搭配的随性在他身上毫
不违和，甚至像某种隐喻——坚守一线，深入
调研，为民办实事，建言献策……这十几年如
一日的持续坚守，积累了黄乐平的笃定，埋下
了参政议政的热心，也锤炼出一名政协委员
的必备素养。

黄乐平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攀登。
（作者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宣传研

究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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