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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调解成功30多起纠纷

“我爸打了我耳光还踢了我几脚。”
正在上职高的隋某向张菽娟哭诉。隋
某父亲也哭诉道：“我是送快递的，干一
单挣 8 毛钱，孩子最近偷拿家里钱给主
播打赏近900多元，我能不生气？”张菽
娟听双方倾诉后了解了家庭实际情况，
女儿打赏主播挨揍这件事只是个“线
头”。十几年前，隋先生和张女士离婚，
隋先生带两个女儿生活，后隋先生再
婚，再生一孩。这些年隋先生以一己之
力供一家五口人生活，仅三个孩子一个
月的学杂费就要近 4000 元。隋先生平
时工作忙疏于关心女儿，女儿铁了心要
跟亲妈张女士生活。张女士看孩子受
到委屈便报警，控诉隋先生家暴，也铁
了心要带孩子走。本着关爱未成年人，
不激化家庭矛盾的原则，张菽娟劝隋先
生先让孩子跟妈妈走，大人之间的矛盾
不要影响孩子，后续抚养权的事平心静
气后再谈。另外严重告诫隋先生打人
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尤其是打孩
子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是小事，
不得再有下一次。同时劝孩子要体谅
父母难处，要努力上进，减轻父母压
力。双方达成和解。

“我们调解工作室三人组，8月份成
功调解33起纠纷，都是这样的家庭矛盾
和社会治安纠纷。”张菽娟告诉记者，110
接警后将纠纷双方带回派出所，第一步
就是调解。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职责就
是还原真相，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对与
错、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判断，有针
对性地指出双方各自的问题，开展调
解，争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撮合双方达成
和解，签订和解书，不必再走治安处罚
流程，不会留下案底。

总结出“七心”调解法

今年 58 岁的张菽娟在街道干过计
划生育、劳动保障和新闻宣传工作，有
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水
平，同时性格开朗，话风平易近人，天然
就是干调解的一把好手。“2015 年城阳
区政法委学习枫桥经验推行‘警调联
动’工作，2016 年我加入人民调解员行
业，成为棘洪滩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驻
棘洪滩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一名
调解员。”张菽娟告诉记者，每当看到双
方当事人脸上露出笑容、握手言和时，
她内心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有一种发
自内心的成就感。

多年来，张菽娟参与并调解成功的各种家庭、邻里
纠纷、劳资纠纷和社会治安案件多达 5200 余起，总结
出“七心”调解法，用“热心”勤奋工作，用“公心”公平
处事，用“诚心”打动群众，用“爱心”拉近距离，用“细
心”找准症结，用“耐心”锲而不舍，用“责任心”，求取圆
满。“自从事调解工作以来，我最深的感受是人民调解
不简单，要让当事人放弃或降低自己的利益去原谅包
容对方不容易。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当事人
解除心理上的疙瘩，跨过彼此受到伤害以后心理上
的那道坎儿，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张菽娟告诉记者，用“七心”法调解成功很多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调解“不可能和解”的纠纷

“村里左邻右舍因为一条走道打了20年，父辈打孩
子也跟着打，村委调解主任直言‘不可能和解’的邻里

矛盾，我给调解好了。”张菽娟告诉记
者，村里的房子之间有一条过道，两家
人都想占，各自堆满杂物，双方见面就
闹，村委调解主任上门调解了十几次都
不管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一方用铁
锨打伤对方的脸，另外一方用刀子划伤
对方胳膊。调解小组在了解情况后，画
了一张图，给这条过道约定了三个用
途，保留好走道的部分，拆掉临建的厕
所，清理各自的杂物，双方相互监督保
证走道干净整洁，遂达成和解。“前几年
村子拆迁，这些事都成了笑谈，化解这
起纠纷的关键就是找准症结，给出方
案，让哪一方也挑不出毛病来。”张菽娟
表示。

“劳动纠纷涉及死亡，尤其是青壮
年劳动者死亡，家属情绪激动，这样的
案例调解难度最大。”张菽娟说到一起
这样的案例，某企业员工出差，在单位
提供的宿舍中猝死。其爱人去出差地
办理殡葬事宜，其父母来到单位门口拉
白横幅，搭起帐篷连续多日住在帐篷
里，怎么劝也不回家。张菽娟了解情况
后，联合综治办、心理辅导师组成调解
小组来到现场，“当天下大雨，老人几天
不吃饭，都哭昏过去了，我们劝老人先

接孩子骨灰回家。”张菽娟说，把自己
当成当事人的亲人去劝，终于劝服
老人回家。次日家属来到单位要
求赔偿230万元，并且拒绝申请认
定工伤。张菽娟以多年从业经验
给死者的姐姐分析一次性赔偿和
工伤抚恤的利弊，工伤抚恤金每
月支付，对于孩子的成长和父母
的养老都有保障，反而一次性
领取赔偿容易产生新的家庭
矛盾。“死者姐姐认这个理，

通过她再去做老人的工作，家
人同意认定工伤。”张菽娟说，调
解要有人情味，在政策范围内，

尽量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利益。
热心肠的张菽娟干了 8 年的

“和事佬”，成了远近闻名的“布衣
法官”。早在2019年初，“青岛市反

家庭暴力维权服务站”和“城阳区‘阳
光·家和’反家暴服务中心”先后在张菽
娟的调解室挂牌成立，同年还领办了

“和事佬”真情调解促和谐项目。在全
国妇联领导到城阳调研时，张菽娟的调
解工作得到了全国妇联的充分认可和
好评。

“近年来，城阳区司法局加强人民
调解员队伍建设，选拔 862 名调解员充
实到人民调解队伍，切实提升人民调解
工作规范化水平，筑牢基层治理第一道
防线，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城阳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
者 陈小川

“布衣法官”有套“七心”工作法
化解纠纷当好群众“和事佬”

12日上午9时30分，记者来到城阳区
棘洪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看到
两名青年正在握手言和，“因占路妨碍通
行，双方起了争执，民警将他们带回派出所，
我们给调解了一下，双方和解，免于治安管
理处罚。”调解工作室主任张菽娟告诉记者，
人民调解将化解矛盾和普法教育相结合，让
当事人懂分寸、知进退，以后遇到类似情况

不会再因过激行为起
纠纷。两名青年

刚离开不久，
一位民警告诉

张菽娟：“来
了 一 起 家
暴，再给调
解 一 下
吧。”……

张菽娟劝导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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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菽娟调解下，纠纷双方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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