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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打骂”孩子之后
陈立烽 黄志鸿

跟着法官去送法

□ 本报记者 吁 青 本报通讯员 陈慧雯 古慧琳

至暗时刻的温暖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法官助理 陆斌全

8岁孩子哭诉被继母打骂，
母亲欲变更抚养权，福建省上杭
县人民法院才溪人民法庭庭长
张静对案件展开了深入调查。

2024 年 5 月，张静分到一
个变更抚养权的案件。阅卷
时，看着原告起诉状中所写的
申请变更抚养权的理由“继母
打骂孩子”，张静担心案件中年
仅 8 岁孩子的处境，立刻联系
了原告陈某。

“前几天小朱哭着打电话，
说他后妈经常打他。他想来我这
边住，我都急死了。”电话接通后，
张静刚表明身份，陈某便迫不及
待地诉说对儿子小朱的牵挂和担
心，希望法院尽快开庭审理，把小
朱的抚养权变更给她。

陈某和前夫朱某几年前协
议离婚，约定婚生子小朱由朱
某抚养。此次陈某提起变更抚
养权之诉，就是因为小朱几天
前的一通电话。小朱称朱某现
任妻子王某打骂他，可除了这
通电话，陈某没有提供任何其
他证据材料。

挂断电话后，张静对案件
进行梳理，心中有了思路。当
务之急是要搞清楚王某是否真
的经常打骂小朱？

当天下午，张静启动“家事
民情四调查”工作机制，依托村
居法官工作室向朱某所在村的
村干部开展庭前调查。在村干
部的陪同下，张静对朱某的亲
戚乡邻进行走访。

第一轮走访的结果显示，
朱某和王某平时待人和蔼，对
小朱也比较疼爱，亲友邻居并
未看到他们有打骂小朱的行
为。随后，张静到小朱学校，向
老师了解情况。根据反馈，小
朱上学时，他身上未有伤痕，小
朱也没有向同学倾诉过在家里
有被继母打骂的情况。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事纠纷，
往往能在“聊”中找到头绪。根据
数年来的家事纠纷审判经验，张
静决定组织双方到才溪法庭再聊
一聊，分别对双方进行谈话。

“这绝对不可能，王某对小
朱视如己出。平时也就他不听
话 的 时 候 说 说 他 ，不 至 于 打 骂
他 ……”在交谈中，朱某对王某
打骂孩子的说法倍感吃惊，并坚
决予以否认。

“我儿子难道会骗我吗？王
某肯定就是打了小朱……”得知
前期调查结果的陈某仍然坚持。

为了查清事实，张静决定从
小朱身上寻找突破口：“平时都是
谁辅导你写作业，写不好会不会
被批评？”

“王阿姨和爸爸都有教我写
作业，没有骂我。就是我玩游戏、
吃零食，王阿姨会训我……”张静
慢慢引导孩子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小朱觉得最近王某在他玩
游戏、吃零食方面管教太多，觉得
在妈妈那边过得会舒服点，所以
跟陈某撒了谎。

童言无忌，却也发人深省。3
个大人面对孩子的“谎言”，都觉
得哭笑不得。

“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
子好，但是你们的症结就出现在
双方沟通过程中。之前的离婚协
议，你们对小朱的探望权约定过
于笼统，建议你们细化探望的具
体流程内容。”在调解室，张静耐
心地向双方提出建议。陈某与王
某从利于小朱健康成长及学习考
虑，同意维持小朱目前的生活现
状，由朱某继续抚养。

为 及 时 关 注 小 朱 的 心 理 健
康和情感需求，2024 年 9 月，法庭
向朱某及陈某发出《关爱未成年
人提示》，提醒他们要注重心理疏
导、教育引导，尽最大努力降低离
婚对子女产生的不利影响。

工资被拖 12名农民工紧急“求助”

“工资已经拖这么久了，法院一定要
替我们做主呀！”

“没错，那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工
的血汗钱，凭什么不给我们，一定要告
到底！”

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刚把法官助
理吴颖虹从办公室叫出来，十几名当事
人就一拥而上把她团团围住，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地诉说着心中的不满。

“大家别着急，我们到会议室慢慢
说！”吴颖虹赶忙把大家叫到会议室。

林某系某建筑公司承建项目的领工
人，此前多次雇佣老李等 12 名农民工从
事水电集成工作，双方多年一直维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

去年初，由于春节前夕业务订单暴
增，林某再次雇佣老李等人进行水电安
装，双方依照老规矩书面约定劳务费。
然而工程完工后，林某没有按往常一样
如 期 结 清 工 资 ，老 李 等 人 多 次 上 门 追
讨，林某都以资金周转不开或者晚点结
算等理由一再拖延。

眼见讨薪无望，老李等人便向恩平
市人社局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可惜林某
与老李等人的雇佣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
他们只得到了一张《不予受理通知书》。

“虽然你们的案子不符合劳动仲裁
的条件，但是你们可以向法院和检察院

‘求助’。”看着大家一副副愁容满面的样
子，仲裁员给他们的“讨薪路”提供了方向。

因案施策 巧借“外力”击破难题

在恩平市人社局的指引下，恩平法院
顺利接收了老李等人的起诉材料。

“该系列案事实清楚，标的额不大，而
且双方还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为何会走到
这一步？”送走老李等人，吴颖虹翻阅起了
起诉材料。

为帮助农民工尽快拿到劳务费，吴颖
虹立即与恩平市检察院联系，希望能够发
挥“法院+检察院”劳务合同纠纷联动工作
机制作用，携手助力农民工依法讨薪。

恩平市检察院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决
定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协助讨薪。

但 另 一 方 面 ，吴 颖 虹 在 联 系 林 某 了
解 调 解 意 向 时 却 碰 了 壁 ，林 某 在 电 话 中
消极推诿，总说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
法院参与调解。

吴 颖 虹 决 定 主 动 出 击 ，直 接 到 林 某
所 在 的 安 装 公 司 和 施 工 现 场 找 他 ，同 时
邀请检察院工作人员共同释法说理。

眼见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安装公司和施工现场的其他工人纷纷
向林某了解情况。

面对工友们的追问，林某自知理亏，便
主动拨通了吴颖虹的电话，表示会积极配
合调解，老李等一众工友听到这个消息后
喜笑颜开。

一调多解 法检联动化“薪”结

调解过程并没有吴颖虹想象中顺利。
因林某先前多次“失信”，老李等人不

再相信其分六期支付的承诺，一再要求其
必须当场全部支付完毕。

“建筑安装公司已经很久没有支付工
程款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了。作为

‘受害人’，我实在没办法一次性支付全部劳
务费。”林某在调解现场也倒起了苦水。

“我们去安装公司和施工现场看过，
很 多 项 目 都 处 于 停 工 状 态 ，要 他 一 次 性
拿出这么多钱确实很困难。”吴颖虹耐心
劝 导 老 李 等 人 ，建 议 他 们 接 受 分 期 支 付
的方式。

“林老板你看，这些工友们他们家中上
有老下有小的，若不是家庭经济压力大，他
们也不会离家千里来我们这务工。”另一
边，检察官助理引导林某体谅农民工养家
糊口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分期支付，
主要是他一直拖着不给，怕答应了之后我们
还是拿不到钱。”老李说出了他们的顾虑。

“如果你们同意分期支付，我们可以出
具法院盖章的调解书，他不按时给钱的话
可以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吴颖虹抓住时
机向老李提出进一步解决的办法。

在法检两院的共同努力下，双方态度
逐渐缓和，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林某分
三期支付老李等 12名农民工的劳务费。

“有法院和检察院的支持，我们这下可
以放心了。”老李和工友们拿着新鲜出炉的
调解书开心地说。

持续发力 探索基层治理“薪”模式

这批涉农民工工资系列案件的调解，
是恩平法院践行“枫桥经验”、合力维护农
民工合法权益的生动缩影，为人民群众解
了“薪”愁，撑起“安薪伞”。

近年来，恩平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院
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中的引领作用，着力
整合资源，持续探索“法院+”多元解纷模
式，其中与恩平检察院共建的“法院+检察
院”联动工作机制就是其中之一。该机制
以检察院支持起诉工作为出发点，深入开
展法检联调、工作联络、诉调对接等工作，
促成法检两院在劳务纠纷调解上的“双向
奔赴”。自 2023 年 11 月法检联动机制实
施以来，已成功为 68 名农民工争取了应有
的合法权益，有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
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有力彰显
了司法正义及法治力量。

同时，恩平法院不断拓展劳动争议解
纷“朋友圈”，牵头建立“法院+人社+工会”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机制，推动进一步完善
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鼓励争议双方当
事人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解
决 纠 纷 ，逐 步 实 现 劳 动 争 议 解 纷 程 序 衔
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推动形成争议多
元化解新格局。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一份
诉状摆到了我的面前，原告张
某起诉她的前夫夏某，要求对
共有房产进行分割。随着我仔
细阅读案卷，一段往事也逐渐
浮出水面。

2008 年，张某与夏某 22 年
的婚姻落幕。尽管双方已对子
女抚养、财产分配等做出了安
排，但关于共同房产的分割问
题，却始终未能尘埃落定。

如今，张某身患重病，高
昂的医疗费侵蚀了她本就不宽
裕的生活，那份离婚协议中的
房产成为了她最后的期盼。无
奈之下，急需要这笔“救命
钱”的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法律的帮助。

读 完 这 份 沉 甸 甸 的 诉 状
后，我深感张某处境之艰难，
年事渐高却孑然一身、身患重
病又无钱医治，这起案件的处
理刻不容缓，必须争分夺秒！

为了捋清案件的脉络，我
打通了被告夏某的电话。

他 在 电 话 中 坦 诚 地 和 我
说：“我理解她的难处，也同
意她享有房子的一部分，但
房子怎么分我认为还是要再
协 商 一 下 。 我 年 纪 也 大 了 ，
需要房子养老，希望最后不
要把房子卖掉。”这份坦诚使
我心中有了底，调解这起纠
纷的线索在我心中也渐渐清
晰起来。

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
我联系双方当事人，2024 年
11月 28日组织了第一次调解。

可没想到调解当天，张某
本人因为突感身体不适没能到
场，只有她的代理律师来了。

“ 夏 先 生 您 想 想 ，这 房 子
是 当 初 您 和 张 女 士 一 起 选
的、一起买的，张女士在其中
付 出 了 多 少 您 也 是 最 清 楚
的。你们的孩子也是在这里
长 大 的 ……”在调解过程中，
我引导夏某回想曾经与张某
22 年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最
终他同意由张某享有房产三分
之一的份额。

我 趁 热 打 铁 给 出 了 调 解

方案：由被告补偿原告相应房
产份额的款项后，原告的所有
份 额 及 相 关 权 利 归 被 告 所 有 。
双方都爽快地同意了。

目前这套房产的市场价值如
何？夏某又该补偿张某多少？这
又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而张某因为不在场，只能由
代理律师通过电话与她沟通调解
情况。可只用电话难以进行有效
的沟通。

调解陷入了僵局，于是我暂
时将这次调解画上了休止符，与
双方约定组织第二次调解，让张
某本人也到场。

“麻烦帮我带句话，不论怎
样，我都还是祝愿她能够早日康
复。”离开前，夏某对代理律师说。

听 到 夏 某 真 挚 的 祝 福 ， 我
的心被触动了。在经过多年的
纠纷后，他依然愿意向张某送
去一份关怀。我想，许多纠纷
背后，其实还蕴藏着曾经的温
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当事人
寻得最优解，让这份温情得以
延续。

第二次调解定在 12月 4日上
午，这次张某也来了。

调解过程中，我耐心向双方
说明了调解失败可能带来的后
果。这对昔日的夫妻在经过面对
面的沟通过后，终于化干戈为玉
帛。补偿款的数字也定格在了
65 万元，由夏某在两年内分期
履行完毕。

在签完调解笔录的那一刻，
张某长舒了一口气，坐在调解桌
前久久不语，多年如鲠在喉的心
事终于得以解决了。

不久后，我收到了张某寄来
的手写感谢信，她在信的开头写
道：“当我手捧这份来之不易的
民事调解书时，百感交集。它在
我人生最困难的至暗时刻，给予
我最温暖的希望……体现了法
治的温情，体现了法律的良善。”

如 我 在 诉 ， 念 兹 在 兹 。16
年 的 纠 纷 ， 35 天 的 快 速 处 理 ，
让张某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收到
了一份久违的温暖与关怀。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
通讯员 徐志杰 整理）

““薪薪””事解决事解决，，工友们爽朗地笑了工友们爽朗地笑了

图①：研城法庭法官走进耙耙柑种
植园。
图②：法官帮助果农审查合同。
图③：法官回访案件当事人。
图④：法官给果农发放宣传资料。
图⑤：法官回访案件当事人。

初春，万亩耙耙柑缀满枝头，金
黄的果实与翠绿的枝叶交织成“百
里柑橘环线”的壮美画卷。在被誉
为“柑橘之乡”的四川省井研县，良
法善治的春风正吹拂着乡村振兴的
田野。

清晨，一场细雨过后，井研县人
民法院研城人民法庭法官谢昭富与
同事早早便出现在集益镇雨台村的
柑橘园。露水未干的果林间，果农
们正忙着采摘装筐，空气中弥漫着
清甜的果香。

“老李，上次调解的款项都按时
付了吧？”谢昭富一边查看柑橘长
势，一边询问果农老李的履约情况。

“谢法官，钱都按约定付清了！
今年行情好，果子卖到三块多一斤，
还款没问题！”老李笑着擦了擦手，
递上一颗刚摘的耙耙柑。

这已是法庭干警今年第二次回访
该案，通过实地查看协议履行、倾听双
方反馈，确保纠纷化解“不留尾巴”。

矛盾化解在田间，普法宣传更
需扎根心头。同日，集益镇界碑村
李花树下，研城法庭的法官正为果
园业主开展普法宣讲。

“大家在今后的买卖合同中一
定要特别注意合同中的定金条款、
违约责任、果子规格等细节务必明
确，避免口头约定引发纠纷。比如
我前面调解的一个案子……”谢昭
富结合近期调解的一件买卖合同案
例，详细地为业主们剖析法律风
险。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法庭干警
“连心卡”，方便业主随时联系法庭
在线咨询。

一位业主感慨道：“以前吃过不懂
法的亏，现在签合同心里有底了！”

橘子园里橘子园里，，““法治春耕法治春耕””正当时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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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陈慧雯 摄

“吴法官，我们已经拿到了第一期劳
务费了！”电话那头是老李爽朗的笑声。

听到这，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法
官助理吴颖虹的心总算放下了，前几天
她还一直担心老李和工友们能不能按时
收到第一笔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