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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市中院在我们小区设立了法官工作室之
后，驻室法官通过指导调解、现场调解、视频调解等
方式已经成功化解了多起小区业主之间的纠纷，真
的做到了‘法官进小区，调解到家门’！”近日，新区锦
园小区物业经理高飞龙由衷感慨道。
  不久前，驻该小区法官工作室的法官又成功调
解了一起因空调外机安放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案
件当事人为该小区同一楼层的左右业主，被告王某
将家中客厅空调外机安放在原告李某厨房窗外，因
空调外机在运行时产生的噪声严重影响了李某日常
生活，遂产生争执。
  物业公司和社区多次调解未果，驻室法官张梅
迅速来到小区实地勘查，王某认为两家都是两室一
厅需安装空调，李某家设计了四个空调外机台板，而
自己家只有两个，那么紧临王某家客厅、李某家厨房
窗户下的外机台板就应该给王某家使用，故王某要
求设计人员对此作出说明。张梅一方面联系了开发
公司和设计施工单位，经沟通后由设计施工单位向
王某解释设计构造，设计施工单位表示，设计厨房窗
户下的外机台板时主要是为建筑整体外立面的和谐
美观，并非出于实用考虑；另一方面，张梅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相关
规定，劝导王某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
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得妨害相邻一方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并结合实地勘察情况，告知王某该小区其
他楼层同一户型的居民均无占用邻居家空调外机台
板的情况，引导王某主动将空调外机移除，邻里双方
冰释前嫌。
  如今，在锦园、裕丰园小区的不少居民，亲切地
称小区“法官工作室”为“家门口的法庭”。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让我们拿到了被拖欠的工
资。”这是近期耀州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功调
解一起劳务纠纷现场的一幕，当事人握着工作人员
的手再三感谢。
  这起拖欠人员工资的案件，当事人多次索要未
果，遂起诉至耀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研判案情
时，认为这是一起简单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完全可
以通过诉前调解来化解。因此，耀州区人民法院将
该案委派给耀州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解。调
委会主任毛中华接案后，对案情进行了认真梳理，多
次到涉案机构进行查证，在查清案件事实后，立即通
知双方当事人到中华调解工作室面对面调解。
  调解过程中，耀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王彦
卉进行现场指导。涉案双方在调解员耐心细致的调
解下，化解了矛盾，达成了共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该机构当天便将拖欠的1万余元工资如数给付。一
起劳务薪资纠纷诉前调解成功，直接省去了法院立
案、审理、执行等环节，有效节省了当事人诉讼成本，
提升了司法效率。
  “近年来，通过我们持续宣传、有序引导，低成
本、高效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受到当事
人认可。”耀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高荣介绍说。
  “如我在诉”方能“案结事了”。铜川法院通过找
到群众身边小案处理的“最优解”，努力让“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今年4月6日，宜君县
人民法院五里人民法庭接到辖区某村委会的电话，
称本村一起村民焚烧秸秆引燃相邻群众所种苹
果树造成财产损失的纠纷，经村委会、司法所、派
出所多方调解未果，有激化可能。法官武文璋闻
讯后，第一时间赶赴该村。

  武文璋深知，对于该辖区农民群众，家庭的主要
经济来源就是靠种植玉米和苹果为生，果树受到损
害，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在全面了解案情后，武文璋
迅速找准角度进入到案件调解工作中，因为财产损
害类纠纷若双方达不成和解，下一步就得通过鉴定
评估进行损失确定，一旦进入到诉讼和鉴定程序，不
但造成当事人诉累，而且鉴定费用较高。对此，武文
璋法官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和所在村乡贤采取面对
面、背靠背等调解方式，反复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款于当日全部履行完毕。
  据悉，2022年，市委政法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
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建立“三进两联一引”多元解
纷机制，即推动法官工作室进驻大型小区，打造群众

“家门口的法庭”；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社区、
进网格、进乡村”，激活基层治理“最末梢”；诉讼服务
团队进驻综治中心，推动群众解纷“只进一扇门”；联
合公安机关“和为贵”调解室和基层司法所协同解
纷，引入专职人民调解员开展诉前调解，力求群众解
纷“最多跑一次”。通过该项机制的落实落地，进一
步推动纠纷解决服务从被动到主动、从分散到集约、
从单一到多元、从传统到智能，形成优势互补、专群
结合、融合发力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了对大量基层
矛盾纠纷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止之于未讼。
2022年，铜川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4.52%，万人
成诉率同比下降3.51%。今年上半年，共计诉前调解
各类案件2419件，占新收案件数量的31.93%。

  “好哥哩，你听我一句劝，你两家这矛盾真是因为
这几棵树吗？那还不是因为心里憋着一股子气呢！”
  “叔呀，咱有啥事要好好说呢，都坐下来心平气
和地跟我说说。”
  眼前，这位调解起邻里纠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的人名叫赵耀文，从事调解工作已经有十余年。早
在2008年之前，他还是名生意人，可如今，他不做生意
偏要做名调解员，还干得乐在其中，干得有声有色，
先后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平安陕西建设先
进个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与调解结缘

  “我开过厂子，搞过汽修，那会儿我也没想到自己
以后会成为一名调解员。”赵耀文是耀州区锦阳路街道
阿姑社村人，出生于1981年，年轻时他热衷于做生意，
但做生意难免会遇到欠款难讨的情况。有一次，赵耀
文被一家饭店拖欠了8000多元货款，从春天到秋天，赵
耀文去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为了追回自己的辛苦
钱，赵耀文自己写了一份诉状，将欠款人告上了法庭，
最终经过庭前调解，赵耀文追回了货款。这次的事让
赵耀文深有感触，“我要了几个月的钱，最后经过调解，
顺顺利利要了回来，这让我对调解有了兴趣。”
  2008年，赵耀文在村上担任起村委委员，专门负
责调解工作。没有办公场所，赵耀文从自己厂房里
腾地，没有办公设备，赵耀文自己花钱买电脑、打印
机、照相机。“那会儿，我的几个朋友都说我好好的生

意不干，一天忙这不着调的事。”虽然
朋友不看好他搞调解，但赵耀文还是
很“上头”。

把调解当事业

  一腔热血干起调解的赵耀文，一开始却碰了一
鼻子灰。
  “那会儿我到底是年轻，农村这些矛盾纠纷不是
光说理就能说通的，它更讲究情分。碰见年长的、自
家的，工作就难做得很。”赵耀文回忆自己刚开始干
调解的时候，碰上两兄弟来村委会调解，兄弟俩都60
多岁了，因为地畔的问题吵个不停。两人你一句他
一句，赵耀文刚要插话，两兄弟竟然抱在一起扭打起
来。到了晚上，赵耀文又跑到了其中一家，刚劝得有
些成效了，另一人跑来了，两句话没说完，暴躁的弟
弟拿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地砸在地上，玻璃碴子飞
得到处都是。后半场的局面就变成了，赵耀文一边
抠飞进耳朵眼的玻璃碴，一边拉架。
  这一次的调解经历让赵耀文意识到，人民调解
并不是简单地说事说理，而是一项很烦琐的工作，需
要高超的调解技巧、丰富的法律知识储备，更需要一
颗热爱调解工作、善于换位思考的诚心。为此，赵耀
文努力学习各类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向附近擅长
调解的前辈认真学习调解工作理论知识，潜心钻研
调解工作技巧，提升业务技能。
  赵耀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发现两兄弟
矛盾的症结不在耕地你多我少上，而是因为平时的
琐事产生了积怨，都想通过地畔问题“出一口气”。
在做足功课后，赵耀文找到弟兄俩，公平、公正、公道
地去做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要化干戈为玉帛。经
过耐心调解，让当事人尽情发泄他们积压在心中的

委屈、怨气，真正化解了两人间的积怨。

调解工作无小事

  李家盖房挡了王家的光、高家的大棚占了邻家
两分地、张家的羊跑进了刘家的玉米地……这些在
旁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赵耀文件件都用心化
解，他认为，调解不是“息事宁人”，而是要找准症结
解心结。随着调解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他每周的
日程排得满满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在长期的纠纷化解中，赵耀文调解
遍了村里各个巷道，发现一起，解决一起，经他调解的
各类纠纷有500余起。实践出真知，赵耀文将自己的经
验总结提炼了“四结合三统一”调解工作法（把矛盾
纠纷和产生纠纷的原因相结合，把当事人性格特点
和调解方法相结合，把矛盾纠纷调处和法律法规相
结合，把矛盾纠纷调处结果和现实情况相结合；调解
和自愿的统一，调解和效率的统一，调解和履行的统
一）。他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将个人工作室“赵耀
文调解工作室”打造成了群众“遇事说法”的平台、

“遇事仅跑一地”的窗口、“遇事就地解决”的终点，建
立了“小事不出组、难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道、矛盾
不上交”的闭环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
  2022年5月在耀州区人民调解协会第二届换届大
会上，赵耀文被推选为耀州区人民调解协会会长，作
为新当选的协会会长，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组
织召开理事会，谋划下一步的工作，组织开展人民调
解员培训、开展法律政策宣传，通过他的努力，2022年
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共开展各类法治宣传36场次，调
处矛盾纠纷308起，调解成功率达99%。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广阔的陕甘边
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反
复探索，中共陕西省委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
斗争形势的需要，调整战略部署，逐渐将创建
陕甘边苏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
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同官、宜君等县接壤。
北倚子午岭南段，南俯渭华平原，东临咸榆大
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
错，河溪纵横，密林如海，中心地带高峰林立，
雄奇险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照金地区的土
地十分集中，绝大多数土地被几家大地主和香
山寺院占有，广大群众只有极少的一点土地。
在苛捐杂税、高额租债和兵患匪祸的重重压迫
下，民众困苦不堪。时逢连年灾荒，山东、河
南、山西等省以及关中饥民大量涌入，更加剧
了照金地区的贫困。大批贫苦人民挣扎在死
亡线上，灾民和当地农民一起，进行抢粮、分粮
斗争，照金地区的群众斗争日益高涨。
  1932年2月20日夜，谢子长等率领的红军
陕甘游击队，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照金
街上。时逢元宵节，照金街头敲锣打鼓耍社
火，四里八乡的群众汇聚在这里，打着灯笼看
热闹。照金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坐在一排摆
着糖果的桌子边，怡然自得地吃糖、吸烟和品
茶。照金民团的团丁们，在浓郁的节日气氛
里，放松了戒备，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肉，或者走上街头
看热闹。整个照金街道沉浸在歌舞升平的狂欢中。
  突然，“砰”“砰”，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红军陕甘游击队冲
进照金街道，迅速将照金民团合围，随即缴了他们的枪。街上
看社火的群众一时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个个惊慌失措。
一片混乱当中，有人攀上高高的桌子，大声喊起话来。他告诉
大家，不要惊慌，他们是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队伍，红军是穷人
的队伍，专为穷人办事。听到红军来了，骚动的人群逐渐安静
下来。红军战士趁机给大家宣讲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闹元宵节，狠狠地打击了照金民团的嚣张
气焰，给水深火热中的照金人民带来了希望，点燃了照金革命的
烽火。红军来照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开来。
  此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又多次来到照金地区，召开群众大
会，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发动群众，为照金苏区的创建创造了
条件。

生意不做偏要做名调解员，专解乡邻纠纷

一位“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的别样人生
本报记者 张欢欢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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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法庭”让纠纷化解更有温度、更显速度
通讯员 张文东 毛海龙

  日前，市人民检察院举办“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综治网格员等代
表参加活动。大家听取了检察服务中心工作演示讲解，
详细了解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履职、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本报记者 张欢欢摄

陕甘边革命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 田甜）为有效遏制电诈案件高发态
势，捂紧老百姓的“钱袋子”，市公安局王益分局红旗街派出所
结合实际，设立铜川公安首个电信诈骗资金预警劝导室，群策
群力，多措并举，推出“七个一律”工作法，持续加大资金预警工
作力度。
  首个电信诈骗资金预警劝导室设有反诈宣传视频播放大
屏、反诈宣传展板、海报等多样化、多角度宣传资料。图文内容
生动形象，视频内容发人深省，为实施资金预警提供了良好的
软硬件平台。与此同时，红旗街派出所一接到电诈预警指令，
就由社区民警依照“七个一律”工作法进行预警。其中，“七个
一律”具体指：一律第一时间联系，进行电诈风险告知；一律带
至所内见面劝阻；一律进行反诈警示教育；一律清检通信设备；
一律对风险账户进行保护性止付；一律签署反诈承诺书；一律
对被预警人进行回访。根据“七个一律”工作法，自资金预警室
成立以来，接到预警线索，已实施反诈预警27次，预后被骗0次。

铜川公安首个电信诈骗资金

预警劝导室在红旗街派出所设立

  本报讯 （通讯员 高歌）为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10月7日，市公安局虹桥分局
民警深入铜川工业技师学院为全校学生送上了一节

精彩的法治教育课。
  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学校礼堂设
400人主会场、其余学生在教室观看同步直播。课堂

上，民警全面系统地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裸聊敲诈
勒索、校园贷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并结合多个真实典型的案例、视频，向同学们直观
展示了电信诈骗、裸聊、校园贷的手法及危害，就如
何预防诈骗、裸聊敲诈以及远离校园贷提出了对策
和建议。讲座内容贴近实际，形式新颖，学生代表表
示听完讲座受益匪浅，切实提高了识诈反诈意识和
能力。

虹桥公安积极开展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

  “有了工作站，企业和法院的距离
大大拉近，这对今后提升知识产权意
识，深入贯彻科技强企战略有着重大意
义。”7月14日，印台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工作站在区数字经济双创园挂牌
成立。这是辖区首个集法律咨询、纠纷
化解、法治宣传为一体的多职能工作
站，当天，园区企业代表激动地说道。
  今年以来，围绕省委“三个年”活动
的总体部署，印台区人民法院牢固树立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开
展“入企法治护航”行动，安排法官每日
入企，零距离为市场主体提供精准有力
的法治保障，以实际行动助力建设一流
法治化营商环境。
  “键对键”不如“面对面”，“自说自
话”不如“问企所需、解企所困”。7月10
日，该院党组书记、院长项欣来到印台
区盛鑫丰有限责任公司，为印台法院

“入企法治护航”行动拉开了序幕。送
咨询、解难题、优服务，随着“入企法治
护航”行动的开展，印台法院各员额法
官迅速行动，按照重点项目联络表逐日
深入包抓企业，深入生产厂房、车间参
观，实地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设备运行
等具体情况，现场为企业指出生产经营
中存在的风险，并通过座谈形式为企业
纾困解惑，积极回应企业司法需求，自
觉在发展大局中谋划司法、推动司法，
贡献法院力量。
  “项目进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困难
和诉求？有没有涉诉案件？”在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在印台区环保产业园，在
周陵农业园区，在绿色铸造产业园……

一句句真诚的询问帮助企业解开了关于法律问题的疑问，也解
开了发展的桎梏。“咱法院真是太贴心了，为咱企业提供法律帮
助，还解答了生产经营、合同签订、履行等方面的困惑。有你们
的指导，我们生产经营就放心了。”企业家的话语，是对解决实
际问题的感谢，更是对全区营造更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信心和
支持。
  手执利剑，做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卫者；俯身问需，做
化解企业家难题的贴心人。行动开展至今，各员额法官共入企
32次，提供法律咨询88条，充分聚焦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有力发
挥审判职能，全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印台法院将不
断推进“三送三询一回访”企业大走访活动，坚持把“依法安商、
便捷暖商、平安护商、善执惠商”理念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落
实“繁简分流、简案快办”机制，完善“互联网+诉讼服务”体系，
降低诉讼对企业项目发展影响。同时紧盯企业发展法治需求，
探索建立与科创企业的对口服务机制，进一步增强司法服务的
靶向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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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记者 白阳）记者7日从司法
部获悉，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494万
件，覆盖城乡和重点领域的调解组织网络基本形成。
　　据悉，2018年以来，司法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
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司法部关于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
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作为司法行政行业标准的《全国人民调解
工作规范》等，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截
至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41.2万
人；各地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1.7万个，全国2890个县级以上行
政区域开展了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1.3万
个。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
　　为适应矛盾纠纷化解需要，司法部近年来持续推进医疗、
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等行业专业领域调解工作，并向互联
网、知识产权、金融保险、消费旅游等领域拓展。据统计，全国
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4.8万个；上海、广东、海南等地
设立一批国际商事调解组织，主动服务“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湾区、海南自贸港和各地自贸区建设，不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我国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和重点领域的调解组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