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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国两会精神落到实处 让百姓感受司法温度

“我很有幸干自己喜欢的事业”“我很有幸干自己喜欢的事业”

躬
耕
不
辍
，
守
得
乡
野
清
宁

—
—

记
重
庆
市
秀
山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驻
庭
调
解
员
田
茂
清

本
报
记
者

刘

洋

本
报
通
讯
员

白

杰

翁

凯

李
函
殊

躬
耕
不
辍

躬
耕
不
辍
，，
守
得
乡
野
清
宁

守
得
乡
野
清
宁

—
—

记
重
庆
市
秀
山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驻
庭
调
解
员
田
茂
清

本
报
记
者

刘

洋

本
报
通
讯
员

白

杰

翁

凯

李
函
殊

①①

从 1978 年 到 1988 年 ， 我 在 人
民 军 队 度 过 了 10 年 青 春 ； 从 1988
年 到 2024 年 ， 我 在 基 层 人 民 法 庭
工作了 36 个年头。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从一
个 农 村 娃 成 长 为 一 名 人 民 子 弟 兵 、
一 名 人 民 法 官 、 一 名 人 民 调 解 员 ，
始 终 离 不 开 人 民 群 众 的 支 持 与 信
任 ， 离 不 开 党 和 国 家 的 教 育 与 培
养。我的心中，始终装着对人民群
众的无限热爱，装着对党和国家的
无限忠诚。

36 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在记忆中
已经模糊，但我不会忘记邻里握手
言 和 时 的 “ 一 笑 泯 恩 仇 ”， 不 会 忘
记夫妻破镜重圆时的欢声笑语，不
会忘记父母子女重归于好时的其乐

融 融 ， 更 不 会 忘 记 群 众 一 声 声 “ 老
田，你说了准数”的肯定与鼓励。36
年来，我始终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努力用
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决 定 指 出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
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
所应。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军院长在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
人 民 至 上 ， 聚 焦 百 姓 所 急 所 盼 ， 以

“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我将认
真对待每一名群众的诉求，用他们听
得懂的道理、听得进去的语言真诚沟
通 ， 做 到 既 解 “ 法 结 ”， 又 解 “ 心
结”，实质性化解矛盾，努力让每一位
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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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记】

老兵变新人 换个“战场”做实事

今年 65岁的老田，当过兵，扛过枪，
打过仗。时隔多年，他仍然记得那段枪林
弹雨的日子。

当时，老田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奔
赴战场。连队坚守了 8天 8夜，身边的战
友一个又一个倒下，剩下的战友一个又
一个顶上去。

“没有怕的，大家都有个共同信念：
戴了三点红（帽徽和左右两边的领章），
当了兵，就不能有所畏惧。”如今回忆起
这段往事，老田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感
伤，那是对逝去战友的深切缅怀，但更多
的是充满力量，那是从战火中淬炼出的
钢铁意志。“从部队转业后，我选择到法
院工作，换个‘战场’，做点实事，报效祖
国，向战友致敬。”老田的话语掷地有声，
仿佛当年冲锋的号角。

1988年，怀揣着对新工作、新身份
的热忱与憧憬，老田来到了龙池法庭。对
于非法律科班出身的他来说，这无疑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老田骨子里就有一
股不服输的劲儿，他一边如饥似渴地“恶
补”法律知识，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研读法
律条文、学习案例分析；一边积极主动走
访了解辖区情况，他知道只有深入这片
土地，了解这里的人民，才能更好地开展
工作。

龙池法庭下辖宋农、涌洞、大溪等 8
个乡镇、59个村居，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东邻湖南省龙山、保靖两县，北接重庆市
酉阳县。这里是广袤的大山区、大农村，
也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有
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复杂的社会关系。
辖区面积广、人口多，老田要面对的工作
千头万绪。

清晨追着赶鸭子的大爷问水渠走
向，晌午在小餐馆吃面条听旁人道家长
里短，下午与刚忙完农活回家的群众同
行闲谈，傍晚回到法庭伏案梳理。古田
村、凉河村、坪坝村……一双“铁脚板”，
老田不知疲倦地走遍了辖区大大小小
50多个村子；一支“烂笔头”，老田的工作

笔记本在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下变得越
来越厚。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老田愈发深
刻地认识到，基层法庭很少有大案要案，
多数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纠纷。
但对于农村老百姓而言，这些看似微不
足道的小事情，却往往给他们的生活造
成了大麻烦。老田深知，这些小事情如果
不及时解决，极有可能激化为大矛盾、大
冲突。

“农村老百姓法治意识和观念比较
淡薄，光靠判决肯定难以妥善处置一些
矛盾纠纷……”随着对工作的逐渐上手
和对辖区群众的日益了解，老田开始陷
入深深的思索。他明白，要真正化解矛盾
纠纷，就得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用调解去
解开当事人的心结。于是，他开始不断学
习调解技巧，研究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和心理特点，努力寻找最适合解决问题
的方法。

摸着良心说话 一碗水端平

秀美青山，起伏连绵，风里来、雨里
去，老田的身影穿梭于乡镇村居、田间
地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时间的沉淀下，
老田凭借着自己的赤诚与担当，在当地
老百姓心中的好感度和威望值逐步攀
升。一句句真挚的评价在村子间流传开
来，“田法官做事公道正派，你们有事就
去找他。”“老田为人忠诚正直，办案不偏
不倚……”这些质朴的话，是百姓对他最
真挚的认可。

老李、老张两家因为一处土地边界
划分不明而产生争执，引发矛盾，闹到了
龙池法庭。这起农村土地边界纠纷，经历
3代人 40多年，镇上、村里很多次调解都
没有成功。

老田深知，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
“命根子”，不能简单划定边界就草草了
事，必须找准心结，把“疙瘩”解开才能促
进案结事了人和。

老田第一次上门时，老李满脸委屈，
积压多年的情绪瞬间爆发：“老张仗着以
前是村民小组组长，家里面男娃多，镇、
村干部都偏向他。”老李膝下只有一女，
在这起纠纷中，他总觉得自己势单力薄，
没人支持，对以往土地边界划分结果也
一直不够满意。

“老李，明天中午你和老张，还有镇、
村干部都来，我们公平公正量地定界。”
在前期现场勘察、多方了解后，老田已经
找到症结所在，想到了解决方案。

一个温暖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缝
隙，拍打在老田身上，洒落在争执已久的
土地上。老田穿着一双解放鞋，弯下腰、

埋着头，用力踩在土地上，每一步都不偏
不倚。

“争论这么多年，你们就是觉得土地
定界不公、心中不平。”老田用衣袖抹去
头上的汗水对着老李、老张说，“一个跨
步之间是 75公分，现在以脚印为界，两
家各占一半土地，都不吃亏。”

“老田，大伙儿都说你说话做事讲良
心，不会让任何一方吃亏，我谁都不服就
服你，你说了就准数！”老李原本紧锁的
眉头瞬间舒展开来，咧着嘴笑了。那笑容
里满是信任与释怀。

随着一阵微风吹过，岁月的迷雾逐
渐散开，多年的隔阂也在此刻消除，老
李、老张两家握手言和，一场数十年的闹
剧得到圆满解决。

“农村很多纠纷都是因一些风俗习
惯带来的情结，再复杂再激烈的矛盾，只
要不带私心、公平公正，多花一些时间和
精力，找到情结、解开心结，矛盾和隔阂
就消除了。”在老田看来，只要秉持着“摸
着良心说话，一碗水端平”的理念去开展
调解工作，自然就能获得老百姓认可，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田在调解案件时，不管双方身份
地位、远近亲疏，他都一视同仁，真心实
意去听、设身处地去想，严格用事实说
话、按法律办事。”龙池镇党委政法委员
黎斌这样评价田茂清。

日积月累 摸索出两手“绝活”

一程程来回的奔波，一个个辛劳的
日夜，一场场耐心的调解。长年的乡村生
活和工作经历，让老田在日积月累中摸
索出两手“绝活”。其一是“七情法”，即了
解社情、熟悉民情、分析案情、查明实情、
动之真情、辅以亲情、抚慰心情。这是一
套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调解方法。

“我经济条件不好，养不起……”“我
要出门打工，管不过来……”一对年轻夫
妻来到龙池法庭起诉离婚，两人争吵不
休，试图以各种理由放弃共同领养的 4
岁小男孩的监护权。

“爷爷爱头孙，父母爱满崽（小儿
子）”，这是当地的一句土话。了解相关情
况后，老田明白孩子才是该案的关键，便
动身前往孩子爷爷家。

“娃娃从抱回来就一直跟着我，已经
4年多了。”看着一旁玩耍的孙子，爷爷一
度哽咽。

“你不要着急，我也是当爷爷的人，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老田安抚好孩子爷
爷情绪并引导他帮忙一起说服儿子儿媳
好聚好散，共同担负抚养孩子的责任。在
孩子爷爷的帮助下，最终说服孩子父母
达成离婚协议：孩子跟着父亲，由母亲支
付抚养费。

其二是“望闻问切”法，即观察态度
作出初步判断，倾听陈述找出问题关键，
询问意见捋出调解思路，把准症结开出
化解良方。

有位 80多岁的老母亲来法庭起诉
她的儿子，要求分割其亡夫的死亡丧葬
补助金和保险补助金。调解过程中，儿子
情绪激动，母亲更是泣不成声。老田在劝
慰这对母子的同时，用心观察母子俩情
绪和态度上的变化，巧妙地引导二人面
对面说出心里话。

“我不是想要这笔钱，我只是想要他
多关心我！”母亲边哭边说，“自从他爸死
后，他对我好冷漠，话都不和我说一句！
我好歹是他妈，想着就难受。”

“我身体不好，没得劳动能力，你就

偏爱你幺儿，对我的困难不闻不问，你以为
我不难受吗？”儿子忍不住啜泣。50多岁的
他身患疾病、经济困难，生活压力很大。

看到这个情况，老田用手轻轻拍了拍
这位母亲的儿子，将他喊到另外一边，分别
对双方进行了思想疏导。她儿子这才说出
了真实想法，并不是想将这笔补助金挪作
他用，而是准备用于处理父亲的后事。

打开双方心结后，老田顺势给出了合
理的解决方案，母子二人终于重归于好。离
开法庭时，这位母亲紧握着老田的手，不停
地表达着感谢。

“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想办
法，才能做到精准地‘望’、用心地‘闻’、巧
妙地‘问’、有效地‘切’，切实有效化解矛
盾纠纷。”老田对自己的调解方法有独到
理解。

因擅长调解，老田先后被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表彰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优秀法
官、市级审判业务标兵和调解能手。

老田带“小田”根深又叶茂

2020年，老田退休了。很快，他又迎来
了新的使命——在龙池法庭担任驻庭调
解员。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
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秀山法院决定借助老田的调解口碑和
优势，打造一个调解工作室。

2023年 4月，秀山法院龙池法庭“解交
（意为调解，秀山方言）室”正式挂牌成立。考
虑到辖区地域广阔，一些离法庭较远的老
百姓寻求调解不太方便，秀山法院又陆续
在院机关及辖区 8个乡镇设立了“解交室”
巡回点，由老田巡回开展和指导调解工作。

“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是遇到
了难题，经常都是跑解交室来找老田。”龙
池司法所张豪说，“我们和法庭、派出所建

了个微信群，方便在群里请教老田和互通
信息。”

随着“解交室”声名远扬，来找老田的
人越来越多。不仅有龙池法庭辖区的派出
所、司法所、基层调解组织，甚至还有其他
辖区慕名而来的。老田的日程被排得满满
当当，他不仅要忙着处理各类复杂的调解
工作，还要抽出时间，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一
代传授自己的调解经验，致力于培养更多
优秀的“解交员”。

在培训的课堂上，老田总是精神矍
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动案例，深
入浅出地讲解调解的技巧和要点。目前，
老田已经面对面为各乡镇、村居的 300多
名网格员、调解员进行授课。在他的悉心
教导下，63名“小田解交员”茁壮成长，
逐渐成为基层调解工作的中坚力量。2024
年，老田受重庆高院邀请，到全市法院立
案信访党外干部、新招录公务员培训班现
场授课，全面系统讲解调解心得、理念和
方法。

“舍得一头汗，不怕两腿泥，用心看、用
情谈、用力干，主打一个攻心解忧。”这是老
田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调解工作的真
实写照。解交员黄维，跟着老田参与了几次
调解之后，深受启发。如今的他，已经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驻院调解员，成功调解了120
多起纠纷。他常说，是老田的言传身教，让
他明白了调解工作的真谛，也让他找到了
自己在这份事业中的价值。

退休法官是人民法院的宝贵财富，是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
重要力量。秀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万晓佳
表示，将持续深化打造调解品牌，邀请更
多退休法官参与调解、传授经验，并积极
做好调解理念和方法的推广，定期组织年
轻干警跟班学习，加强传帮带，推动更多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实质化解。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面对记者，田茂清多少有些紧张，但
面对老百姓，田茂清一直很从容。他常把
一句话挂在嘴边：“农村老百姓不容易，
他们法律意识虽然不强，但很淳朴，只要
你以礼待人，真诚沟通，讲明事理，他们
就会信任你支持你。”这份对百姓的深刻
理解，源自他多年扎根基层的真切感悟，
也成为他工作中的行事准则。

从部队老兵到法院新人，从业务小白
到调解能手，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风霜，从
审判庭到解交室（调解室），从法官到调解

员……这些年来，老田没办过大案、要
案，都是通过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
小纠纷，去解决老百姓心中的大麻烦。

对老田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走
在乡村小路上，经常能听到老百姓亲
切地喊着“老田，到屋来坐！”最欣慰、
最自豪的是案子调到最后那一句“老
田，你说了准数（算数）！”这是当地老
百姓对一个人口碑的最高褒奖，也是
对老田最好的认可。

无畏风雨、不惧严寒，田茂清带着

乡村泥土的芬芳与厚重，怀揣着报国为
民的信仰与情怀，扎根基层，带动他人，
为当地群众提供暖心的司法服务。他是
平凡生活中的一个平凡人物，默默无
闻，却散发着微光，源源不断地传递丝
丝温暖，点亮司法为民之路，让老百姓
在法治的道路上放心前行。

“何其有幸，能回到家乡，干自己
喜欢的事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只要
党和人民需要，我想一直干下去。”说
这话时，老田眼中满是坚定。

2024年12月 6日的秀山，冬日的寒风呼呼刮着，家家户户都围着土家火铺烤火。
傍晚时分，老田又来到秀山县石堤镇高桥村王华家里“串门”，这已经是他“三顾茅庐”了，不为别的，只为

一起交通事故纠纷。
“开车撞到房子重新修补好就行，但是把寿枋撞坏了，好晦气嘛，我咽不下这口气。”王华越说越激动。
“刘林家里有急事，车子开得快，加上路窄弯急，没控制住。”老田面带微笑、语气温和地说，“他现在也很

后悔和愧疚，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对不住你，希望得到你的谅解……”
“老田，跑这么多趟了，你也辛苦，这件事情你说了准数！”王华说。
老田名叫田茂清，是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龙池人民法庭驻庭调解员。扎根基层法庭36

年，从审判庭到解交室，从法官到调解员，他为辖区调处矛盾纠纷13000余件，一直用心耕耘、用情付出，默默地
守护故乡清宁。

图①：老田在做当事人工作。
图②：老田在农家院坝调解一起赡养纠纷。
图③：老田上门走访案件当事人。
图④：老田在查阅案件材料。
图⑤：老田实地察看土地纠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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