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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7岁的宋甲辰是戏剧演员，也是孟
津县麻屯镇麻屯村村民眼中的“能人”，在村
中很有威望。2005年3月，村委会主任请他
调解村里的纠纷，他二话没说一口答应。

宋甲辰很热心，村民们发生矛盾纠纷第
一个会想起他，他也很乐意帮大家解决。慢
慢地，他成了当地有名的“调解能人”，他的义
务调解之路一走就是8年多。8年多来，宋甲
辰化解纠纷40多起，疏导化解矛盾10多起，
成功率达98%。

在调解工作中，宋甲辰积极学习相关专
业知识，掌握并运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调解方法，多次被评为省、
市“优秀人民调解员”。2012 年，他还荣获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2013 年 12 月，
宋甲辰调解室成立。

目前我市已经建立了四级纵向人民调解
网络，还逐步建立了医疗调解、交通事故调解
等横向调解网络。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群
峰介绍，通过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聘请老干
部、老教师、老党员等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居民
及村子、社区任命有威望的群众等方式，我市
目前共发展了 3000 多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主要调解邻里纠纷、赡养纠纷等民事纠纷。

如何能帮更多人调解纠纷，让更多人参
与义务调解？“将更多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最大程度调动这些人民调解员的积
极性就是关键。”周群峰说。

2013年12月，市司法局经过层层筛选，
最终选出3名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经验丰富、
群众认可、有威望的人民调解员，建立了3个
个人调解室，以他们个人姓名命名了孟津县
麻屯镇宋甲辰调解室、涧西区香港城社区张
崇伟调解室和栾川县白土镇智成锁调解室，
以培养人民调解员的个人品牌，推动社区、村
子的调解工作。

全市已命名3个个人调解室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自个人调解室成立以来，张崇伟调解矛
盾纠纷 20 余起，智成锁调解矛盾纠纷 70 多
起，纠纷化解成功率均为100%。

最近，宜阳县的武某在栾川县白土镇承
建工程时，造成村民刘某触电身亡。刘某亲
属要求武某赔偿20余万元。双方僵持不下
时，找来智成锁调解。智成锁了解了事件的
来龙去脉后，将双方当事人聚集到一起商
谈。刘某家属坚决不让步，要尽可能多地争
取赔偿款，不惜采取过激手段。

智成锁连忙劝解：“按照法律规定，赔偿款

项的多少有相关规定，还要结合我们当地的物
价、消费水平及赔偿方的赔偿能力等多方面因
素来确定，并不是随意而为的。”这几句专业又
无法辩驳的话，让刘某家属转变了态度。随
后，智成锁趁热打铁，经过一天一夜的调解，
终于使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有效化解了一
场可能激化为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民事纠纷。

智成锁说，他和他的个人调解室经过媒
体宣传，在当地有了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
力，相邻乡镇的干部遇到比较棘手的纠纷，也
常会打电话向他咨询。

依托调解室，“明星调解员”影响力日益扩大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用自己姓名命名调解室，这既是对我调
解工作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激励。”3名“明
星”调解员说，品牌给了自己，就必须精心呵护。

通过半年多来的运作，个人调解室给人
民调解工作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

●办公场所固定。以前，人民调解员都
是与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混合办公的；个人
调解室成立后，市司法局及调解室所在地政
府共同为他们提供了专门的办公场所，配置
电脑、桌椅等办公物品。

●调解范围扩大。人民调解员以前基本

上只调解村里、社区个人之间的纠纷；成立个
人调解室后，调解内容也扩大到居民与物业
之间的私对公纠纷。

●调解程序规范。宋甲辰说，现在所有
调解都有规定程序，对于调解过的纠纷，还要
详细整理建档，以备日后查看。

麻屯镇司法所所长李晓明说，及时的调
解工作对化解矛盾最为关键，能有效避免矛
盾积压发酵。宋甲辰调解室成立后，还经常
调解镇上的重大疑难纠纷、村村之间的纠纷，
对维护基层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调解程序更规范，调解效果更显著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周群峰说，从半年多的工作来看，个
人调解室有效发挥了优秀人民调解员的
作用。

但是，个人调解室目前还存在数量少、
影响小等不足之处。全市仅有3个个人调
解室，辐射率低，规模小，还没有形成“星火
燎原”之势。加之运行时间较短，群众知晓
率较低，个人示范带动作用还有待进一步
发挥。

有关人士认为，个人调解室是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用来自百
姓中的调解人调解百姓纠纷，容易树立威

信，拉近调解人与被调解人之间的距离，提
高调解成功率，促进调解协议的落实。比
起以往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个人调解室
更能得到群众认同，解决一些行政部门不
好解决的问题。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市
将继续关注个人调解室的成长，按照高标
准、严要求，不断指导、发现、培育，以“成熟
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在维护个人调解
室权威性和提高公信力的基础上，逐步增
加个人调解室的数量，为优秀人民调解员
提供更大的舞台。

期待个人调解室“星火燎原”
我市以“明星调解员”姓名设立的3个个人调解室运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在洛宁县西山底乡张洼村，87岁的老村医王自强，半个多
世纪来，用一颗仁爱之心，心系百姓疾苦，守护百姓健康。近
日，我们在张洼村见到了这位老村医。

20世纪40年代，王自强的父亲身患疾病，当时，王自强在
外苦寻两天也没能请来一位大夫，父亲因为错过治疗时机而去
世。从那时起，王自强就有了行医济世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王自强开始自学医术，乡里卫生院成立
后，他常常跑去向那里的医生求教。1957年，王自强如愿以偿
成为卫生院的医生。1961年，张洼村成立了卫生室，王自强回
到村里成为村医，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王自强从未离开。

村卫生室刚成立时，缺医少药，加之村民生活困难，为了
让大家生病有药吃、吃药不花钱，王自强开始学习中医知识。
一把镰刀，一个竹篓，他隔三岔五就翻山越岭，采回来不同疗
效的草药，免费送给求诊的村民。“行医的目的就是济世救人，
不管有多困难，这个信念不能断。”王自强说。

几十年来，不会骑车的王自强全凭两条腿跑东跑西为大家
看病，自家的日子却一直过得清贫。“我这辈子不图名利，最大的
心愿就是村里人都健康平安。”王自强说，虽然他年事已高，但只
要大家需要，他会一直守在大家身旁。

记者 鲁博 特约记者 赵笑菊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以往，苇席是市民清凉度夏的必需品；如
今，空调盛行，苇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偃师
市翟镇镇“二里头的苇”名声在外，这里的人们
仍以苇为材织席创富。

今年67岁的徐闹是二里头村现有为数不多
的苇席编织者之一。“编织苇席的工序虽然不多，
但操作起来很费时，从剥苇皮、破苇秆、碾苇子到
编织成席和完工修边，每道工序都含糊不得。”徐
闹说，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会织席，他不清楚这种
技艺是什么时候传入二里头的，但按他家3代人
每代干30年算，这种技艺至少在该村流传了近
百年。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王雷 文/图

8年义务调解员
有了个人调解室

期待个人调解室“星火燎原”

为完善人民调解体系，我市去年
年底在原有市、县（市）区、乡（镇、街
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社区）四级纵
向人民调解网络格局的基础上，以个
人姓名命名了3个个人调解室，以培
养人民调解员的个人品牌，创新人
民调解方法。半年多过去了，这些
个人调解室运行情况如何？个人调
解室优势何在？能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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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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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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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甲辰正在他的个人调解室里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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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上山采药披荆斩棘上山采药

坚持宣传健康知识坚持宣传健康知识

打理草药为人治病打理草药为人治病

服务村民一丝不苟服务村民一丝不苟

碾苇子碾苇子

破苇秆

本报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尚剑玲 马建广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