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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高邑
共有物分割引纠纷 调解员倾心化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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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
送法进企业 事故源头防

吉林梨树
“五多”解纷法推进纠纷高效化解

江西贵溪
化解涉劳纠纷 发出法律提示

江苏沭阳
驻院调解员成为调解排头兵

新疆和硕
“法院+看守所”双向联动共同解纷

图①：干警通过讲绘本故事为
幼儿园小朋友进行法律启蒙。

图②：干警向侨民们讲解涉侨
法律知识。

图③：干警通过做游戏的方式
为幼儿园小朋友进行法律启蒙。

八闽重镇八闽重镇，，当闽南文脉碰见解纷智慧当闽南文脉碰见解纷智慧

新时代“枫桥经验”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近年来，福建

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灌口人民法庭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集美区灌口镇作为“八闽

重镇”的深厚文化底蕴，汲取闽南文化解纷智慧，

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契机，建设“灌口清

源调解文化中心”，将闽南文化基因贯穿于息讼止

争、调解培训、法治宣教三方面，探索一条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新路径，助力形成调解工作新格局，绘

就司法为民好“枫”景。

文以息争，在一句句闽南传统
俗谚中消弭纷争

“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三人四样心，
赚钱不够买灯芯。”调解室内，民一庭法官丁
耀霜引用的一句闽南俗谚说到了众人心坎
上。在一起继承纠纷中，儿女三人在母亲去
世后，因遗产问题发生争执，长女与养子诉至
法院，以遗嘱为依据，要求分割母亲名下两处
房产，但次女却质疑遗嘱的真实性。三人隔
阂较深，矛盾尖锐，无法当面沟通，丁耀霜遂
决定以父亲老李为切入口进行沟通。

丁耀霜以接地气的闽南俗语点出老李
在财产分配上的问题，询问其为何在遗产
处理时忽略了同样作为女儿的阿淳，“闽南
有句俗语说，分袂平，拍到二九暝（意指分
配不公，会一直打到除夕。这是说，分配时
要公平，否则会争吵个没完没了）。子女如
今矛盾尖锐，长辈的偏心是重要原因”。

谈到次女阿淳，老李激动起来：“不是
我偏心！平时我的起居都是阿芬和小欢在
负责的，阿淳本来就付出得少，而且她赚钱
从来没有给过家里！”

丁耀霜耐心安抚老李，并进一步深入
了解老李夫妻与阿淳相处的细节，得知阿
淳在母亲住院期间，也时常嘘寒问暖、端茶
送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仅在金钱，探
望、问候等也是尽赡养义务的一种体现，不
能因为给的钱较少就完全抹杀阿淳的付
出，这会伤了孩子的心，更会影响兄弟姐妹
之间的感情。”

回忆起阿淳在妻子住院期间来回奔波
的身影，老李的眼中有些动容，话音渐弱，
态度也缓和下来，渐渐意识到自身在财产
分配上可能存在偏颇。

阿淳得知父亲态度有所缓和，也不再
执着于遗嘱的真假问题。丁耀霜结合子女
几人照顾父母的实际情况，融合情理，对她
进行释法说理，解开心结。最终，各方达成
一致，同意长女、养子继承母亲的房产份
额，并支付次女相应补偿款，至此一家重归
于好，握手言和。

老李一家的和解，是灌口法庭依托“灌
口清源调解文化中心”，将闽南调解文化融
入解纷工作的生动写照。

据悉，2024 年 1 月 22 日，“灌口清源调
解文化中心”将在集美法院灌口法庭揭牌
成立。依托该中心，灌口法庭将闽南文化
和本土解纷资源融入调解工作，深化“庭所
村”共建机制，靠前研判预防矛盾风险，通

过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实践基地，结合厦门
版“六尺巷”等闽南典故，开展法律讲解、情理
说服等工作，推进房屋租赁等纠纷实质化解
181 件，通过“新乡贤调解工作室”，发挥 5 名
新乡贤特邀调解员“地熟、人熟、事熟”优势，
推进化解乡民纠纷 50余起。

文以化人，在一声声闽南传统乡
音中解开心结

“‘公亲’即‘公家亲戚’，在我们闽南，承
担着调解员的角色。三句话概括就是：第一，
必须处事以公，待人以亲；第二，不可公亲变
事主；第三，不可无因怨公亲……”通俗易懂
的讲解、接地气的闽南调解文化、清晰的案例
范本剖析……10 名不同领域专业法官参与

“点题式”调解培训，通过组织参观、讲课、座
谈等形式，开展“嘉庚法治讲坛”等活动 15 场
次，覆盖村居“法律明白人”、妇联干部、学校
教师、人民调解员等，引导基层调解员运用闽
南文化解纷。

通过这样的调解培训，调解员老黄觉得
自己收获颇丰。“从培训中我学习到很多，更
加懂得怎么发挥自己精通方言乡音的优势，
去和当事人沟通。”谈及培训对自己的启发，
老黄回忆起了这么一个案件。

原来，同村村民阿成与小刘因琐事发生
争执，年轻气盛的未成年人小刘一时冲动，拿
头盔砸伤了阿成。阿成诉至法院，要求小刘
及其法定监护人刘父、刘母共同赔偿其经济
损失 4万元。

“我和他妈妈已经离婚了，平时他归妈妈
管，你们去找他妈妈。”

“人是孩子打的，和大人有什么关系？那
么一点小伤就要赔偿 4 万元，简直就是在讹
人。他爸都不管，我最多只能出 800 元，想要
钱，自己去找孩子！”电话被挂断，冰冷的忙音
传来。

在与刘父、刘母尝试电话沟通的过程中，
老黄发现二人已离婚，平时都忙于各自工作，
疏于管教孩子，对孩子打人这事不闻不问，认
为阿成是在“讹人”。老黄还了解到，阿成仅
花费了 900余元医疗费，之所以索赔 4万元是
因为愤懑于刘父、刘母的态度，事发后他们竟
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也未进行任何补偿。

考虑到双方情绪激动，老黄决定采用“分
头调解法”。为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破除心
墙，老黄发挥自己精通闽南方言的优势，用种
菜比喻养育孩子，以亲切的乡音指出刘父、刘
母在孩子教育中的缺位问题。“菜无沃（浇灌）
勿会大丛，囝（孩子）无管勿会成人。孩子需

要父母悉心教育，你们疏于管教孩子，理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不应该用‘孩子犯错与大人无
关’来撇清责任。”

经深入交谈，刘父、刘母稳定了情绪，意识
到自身在孩子教育上的问题。在“面对面”沟
通中，刘父、刘母向阿成表达了歉意，表示将认
真陪伴教育孩子，不再发生类似问题，希望协
商调解金额。经对方诚恳致歉，阿成郁结在心
中的怒气终于得到纾解，最终刘父、刘母当场
支付了阿成 2000元赔偿款，双方涣然冰释。

文以润德，在一段段闽南传统佳
话中增进和谐

集美中学新疆班学生走进灌口法庭，通
过书写家风家训五
米长卷，感受优秀
家风家训和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

“ 我 们 回 过 头
来看下这版浮雕，
其中有一个典故要
跟大家分享。清朝
大官吴提督在厦门
同安盖房时，家里
原本设计好图纸并
已施工，但隔壁邻
居前来商量，希望
双方将巷子留宽方
便出入。邻居一个
近乎苛刻的说情，
吴 提 督 却 一 口 答
应，并让工人把右
侧护厝缩小留出巷
宽，宽到轿子也能
横着走的程度，导
致护厝右侧比左侧
窄了几米，这个故
事正是闽南文化中

‘以和为贵’的写
照 ……”站 在 厦 门
版“六尺巷”的浮雕
前，近 60 名青少年
及家长通过法官助
理 生 动 形 象 的 讲
解，进一步加深对

“息讼止争”闽南文
化的理解。

这是灌口法庭
通过集美区青少年
法 治 文 化 教 育 基

地，将闽南俗谚、家规家训等闽南文化融入
法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清源调解文
化馆中，像厦门版“六尺巷”这样的闽南特色
典故还有很多。2024 年以来，灌口法庭与集
美区闽南文化研究会合作，收集刻有裁决文
告等内容的厦门古代示禁石刻 10 篇，梳理
展示闽南调解俗谚 55 条、家训 12 条、典故 4
个，深挖家和人兴、诚信互助、睦邻友好、团
结互让等闽南文化精神内涵，开展开放日、
普法讲座等活动。

“我们希望以闽南文化为桥梁，激起群
众的精神共鸣，在‘接地气’的法治宣教
中，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法治氛围，促
进纠纷的预防化解。”灌口法庭庭长钟乾华
表示。

近日，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联合上高县
委统战部、敖山镇人民政府，到“七彩洋林”
敖山镇洋林归侨少数民族村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中，干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
的案例，向侨民们详细介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 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法律知识，让侨民

们能够快速掌握侨法要点。
随后，干警们还走进洋林村侨爱幼儿园，通过

讲儿童绘本故事、组织互动游戏等方式，为小朋友们
开启了一场趣味盎然的法律启蒙活动，给孩子们播
下了法治启蒙的种子。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
了法院与侨界群众的距离，对提升侨胞侨眷法律素
养和维权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江西上高江西上高

司法护侨在路上司法护侨在路上，，法法官走进官走进““七彩洋林七彩洋林””
□□ 李李 晨晨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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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口法庭通过“庭所村”共建机制，化解劳资纠纷。

▲调解员在“灌口清源调解文化中心”开展调解工作。

▲集美中学新疆班学生走进灌口法庭，通过书写家风家训五米长
卷，感受优秀家风家训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大营镇法官工
作站特邀调解员单会贤成功调解一起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件。该案系涉及死亡赔偿金的共有物分割，通过调解化解
纠纷，既减轻了当事人诉累，又维系了亲情。

2024 年 5 月，一场车祸夺去了高某年轻的生命。高某
去世后，高某丈夫王某共收到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计 100 余万元，但仅分给高某父母 9 万元。高某父
母遂将王某告上法庭。

调解员首先进行了类案检索，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
从专业角度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告知他们死亡赔偿金等赔
偿款不是遗产，是对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所受的损失
给予的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应当归死者近亲属共有。之
后从亲情的角度出发，提醒双方当事人不要因为财产纠纷
而影响家庭和谐。通过调解员的耐心说理及情感分析，被
告最终同意给二老再分割 8 万元，并当场支付，被告承诺
同意一双儿女与二老保持亲情联系，让二老得以心灵慰
藉，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丁晓然 刘晓辉）

本报讯 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
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近年来，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郭家
店人民法庭结合辖区实际，以“1+1+N”（一名法官、一名驻
庭专职调解员及 N 名网格员）模式组建解纷团队，联合辖
区党委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邀请人民调解员、乡贤
调解员共同参与调解，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指导调解等
便捷高效的多元化司法服务，受到群众好评。

郭家店法庭秉持“法庭多做一点、辖区纠纷就少一点”
的工作理念，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形成“多倾听群众诉求、多
走访调查事实、多想解纷方案、多靠群众力量、多总结办案
经验”的“五多”解纷法，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走深走
实，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在成诉前得到化
解。2024 年以来，该法庭共解答法律咨询、诉讼指导 1100
余次，诉前调解案件 480件，调解成功率达 95.8%。

（崔宏岩 牛敬良）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雷溪人民法庭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出发点，成功化解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案，并在解纷后结合该案向辖区企业发出相关提
示，以增强企业法治意识。

据悉，原告章某受雇为被告某制品厂维修设备时被砸
伤，章某为索赔提起诉讼。经全力调处和悉心劝导，双方
在庭审中当庭达成调解协议。为提升涉企解纷及涉企普法
质效，雷溪法庭紧贴自身功能定位和职能优势，经认真研
判后，结合该案向辖区企业发出法律提示，阐释相关法律
法规，提醒企业重视和落实劳动者人身保护，引导企业进
一步预防涉劳纠纷。 （余 千 甘兆扬）

本报讯 据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2024 年度调解工
作情况通报显示：2024 年，该院调解成功案件结案 9711
件。调解成功案件中，驻院调解员共计调解成功 8460 件，
占总数的 87.16%。

近年来，沭阳法院着力强化驻院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
的“排头兵”作用，从全院年轻司法辅助人员中择优转岗
13 人担任驻院（庭）人民调解员，返聘退休法官 5 人入驻本
院调解工作室，调解买卖合同、借贷、婚姻家庭等各类矛
盾纠纷。该院还积极探索多元参与多层递进的调解模
式，选任公道正派、热爱调解工作且具有一定调处能力和
政策水平的 19 名乡贤作为驻庭调解员，运用熟悉辖区民
情、受人敬重、懂政策法规的优势参与人民调解，努力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2024 年，共有 11 名驻院（庭）调解员调
解结案在 350 件以上。

（李金宝）

本报讯 为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近日，河南省
新野县人民法院汉城人民法庭法官走进河南新恒通公路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结合司法实践，就公路施工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侵权风险隐患，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会，确保安
全生产，护航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在座谈交流中，法官介绍了近三年来因道路施工造成
的交通事故案件情况，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与公路施工相关的条款，以及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后责任认定的依据和原则，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
阐述了施工单位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未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等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提醒施工单位务必严格遵守法
律规定，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有序进行。此次
座谈交流，增强了施工单位依法施工、安全施工的意识，为
预防施工路段交通事故发生、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起到了积
极作用。 （姚 烽）

本报讯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在
县看守所民警积极协调配合下，成功调解一起被拘留人员
的民事案件，被告白某当庭向原告王某支付劳务费 1 万元，
一起纠纷得以化解。

2024 年，王某与白某口头约定由王某给白某嫁接果
树，白某预先支付了 5000元定金，约定如果嫁接后的果树枝
丫存活率达到 90%就支付剩余款项，后因白某管理不当，导
致枝丫生长情况不乐观，王某多次联系白某要为培育果树进
行技术指导，但由于白某不想要之前的果树品种，一直拒绝
与王某沟通，也不支付剩余款项，王某故诉至法院。和硕法
院塔哈其人民法庭法官在接手该案后，对白某释法析理，讲
清利害关系，白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主动履行欠
款。后承办法官了解到王某因其他原因被拘留在和硕县看
守所，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与看守所对接、协
调，白某当场履行了欠款，两人握手言和。 （赛琴高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