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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克锋

只因争一口气，
老高与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产生纠纷。

围绕 5850 元土
地承包费，老苏和村
委会起了争执。

已 80 多岁的老
孙酗酒，时常和儿子
闹矛盾，甚至大打出
手。

外人眼中鸡毛
蒜皮的小事，对于深
处矛盾旋涡中心的
人来说，就是天大的
事。这些事可能直
接关乎一个或多个
家庭的现在和未来，
甚至与一个地方的
安定团结局面息息
相关。

所幸，聊城有一
支人数达13923人的
人民调解员队伍，活
跃于大街小巷，将矛
盾化解在群众家门
口，绘就了幸福生活
的底色。

小事不小 重在办好

调解员刚柔并济 为当事人开“退烧药”

■延伸阅读

13923名人民调解员活跃在聊城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孙克锋）“全市现有人

民调解组织 2803 个，人民调解员 13923
人。”5月5日，聊城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
促进法治一科科长许庆军说。

目前，全市人民调解组织中，镇（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主导，村居人民
调解委员会是基础，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委员会和特色品牌调解室、老兵调解
室、驻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室则为有益
补充。

在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的热点领域，
如保险、银行、医疗等行业，分别设立了
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市、县“一站式”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已基本实现全覆

盖。每个中心按照“前台后场”的模式，
设置了接待大厅、受理窗口、调解室以
及多个功能室，部分调解中心设立了立
法民意征集、行政复议受理转办等窗
口。

许庆军说，我市还强化“诉调对接”
工作落实，市司法局向市中级人民法院

选派了 95 名人民调解员参与诉前调
解。强化“警、访、调”有效衔接，全力调
解地方政府、法院、公安、信访部门委托
移送的矛盾纠纷案件，将人民调解向派
出所延伸，在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
或“警调室”，将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进
行有机结合。

拒退还土地 只为争一口气

只因3分（1分约合66.7平方米）地的
承包权，老高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生争
执。

老高是东阿县铜城街道卢庄村村民，
多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一块闲散土地，面
积不大，只有3分，种上了树木。

最近，村里进行“三资”清理，将村周
边闲散土地进行了集中整合，并召开村民
会议，以招投标的形式，确定了承包者。

老高没有参与投标，但坚持以中标者
承包地的价格，继续使用那块土地，拒不
清除树木。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承包人签订了
合同，要求老高将土地退还集体。因此，
双方发生了纠纷。村里还有 5 户村民存
在类似情况。

老高多次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反映
情况，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这起土地承包纠纷如何处理，处理结
果不仅直接关系到土地承包合同能否履
行，也会影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工作的开
展，这是摆在人民调解员付茂生、刘富强
面前的难题。

付茂生和刘富强认为，村民与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之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因其形
成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
原因，错综复杂，调解起来难度比较大。
当事人并非单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争一
口气。

调解员付茂生和刘富强用举办民法
典讲座的方式作铺垫，结合法理与实践，讲
解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随着深入了解
法律知识，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渐渐减弱了。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集体土地进行
统一发包，村民有参与竞标的权利，也有
不参与的自由。你既然选择了放弃参与
竞标，就应该归还土地，否则就违法了。”
付茂生趁热打铁，面对面做工作，讲明法
律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老高清除
了土地上的树木，把土地退还了集体。

调解感悟
付茂生说，化解矛盾纠纷犹如开渠放

水，一丈不通、万丈无功。农村的矛盾纠
纷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候，争来
争去就是为了一口气，若这口气理不顺，
就容易出大事。

儿子与酗酒父亲生隔阂

老孙已 80 多岁，生活却过得一团
糟，甚至一度扬言要与儿子断绝父子关
系。

起因是，今年春节前，老伴去世，老
孙突然间失去依靠，心情郁闷，极其消
沉，整日借酒消愁，还耍酒疯，闹得鸡犬
不宁。

“一天三顿饭，顿顿都要喝酒，酒
后便絮絮叨叨，数落我们这不对、那
不 行 ，有 时 还 骂 骂 咧 咧 ，摔 碟 子 砸
碗。”老孙的儿子小孙说起父亲的言
行一脸无奈。

他们在一个院子里住，小孙认为天
天这样闹腾不是事儿，经常和媳妇劝慰
父亲，但始终无济于事。

“你不是我儿子，我要和你断绝父
子关系。”4 月初的一天，因家庭琐事，
这对父子又争吵起来，老孙一怒之下动
手打了儿子，并扬言要解除父子关系。

这事儿还惊动了当地派出所，村
干部也曾介入调解，但矛盾一直没有
化解。

4 月 20 日，人民调解员付茂生、刘
家强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但
他们并没有急于介入调解，而是与村
干部进行座谈，走访附近的街坊邻
居，弄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纠纷的

“症结”所在。
“你心里有苦处我们理解，但是作

为老人不能为老不尊，要正确面对现
实，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够安享晚年。”
付茂生的话触动了老孙。

“百善孝为先，要设身处地想想父
亲的难处，化解他心中的不快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小孙听了付茂生的话也
频频点头。

最终，父子俩听从调解员的劝导，
消除了隔阂，全家老小脸上露出幸福的
笑容。

调解感悟
付茂生说，一场纠纷尘埃落定，看

似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有矛盾升级的
隐患。“大医治未病”，人民调解员的工
作就是防患于未然，以此绘就群众幸福
生活的底色。

（文中除调解员和法律顾问外，其
他人物均系化名）

土地承包费 拖欠十余年

老苏是东阿县铜城街道郭庄村
村民，勤劳、精明。

2009年秋天，老苏承包了村西
北角一片沟边土地，宽 5 米，长 170
米，承包期10年，价格按长度计算，
每米55元。

这样算来，老苏应该交承包费
9350元。

当时，老苏声称手头没那么多
钱，只交了 3500 元，欠集体 5850
元。10多年来，村干部曾多次登门
催要，但老苏总以各种理由推脱，一
直未交。

最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
“三资”清理，再次向老苏索要欠款
时，他竟说：“我当时一次性把承包
费交给村支书了。”

不能让集体财产流失，也不能
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为查清真相，村会计翻出当年
的账目，并没有收取老苏承包费的
记录。

但是，老苏却一口咬定，这个钱
他已经交了。

无奈，郭庄村村委会的负责人
拨通了人民调解员付茂生的电话，
希望他能够前来调解，平息双方的
纠纷。

4 月初，付茂生和铜城街道办
事处法律顾问杨艳辉一起介入调
解。

“你什么时候交的钱？当时都
有谁在场？”付茂生详细了解事情的
来龙去脉后，问出关键的两个问题，
老苏有点慌神。

随后，付茂生讲法律、讲案例、
讲道理，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终于，老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
动向村干部道歉，并一次性交足了
全部欠款。

调解感悟
付茂生说，从事调解工作要热

心，说服教育要耐心，分析矛盾要细
心，释疑解惑要诚心，排忧解难要真
心，评判是非要公心。调解员要刚
柔并济，为当事人开出“退烧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