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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来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走基层也要收官了。和着春天的脚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基层，零距离体验政法战线执法司法活动，面对面感受广大干警工作生活，采写了

大量有现场、有温度的报道。本报连续刊发的新春走基层报道产生了积极反响，今天我们推出今年最后一组报道，请与本报记者一道走进疫情防控一线、法官调解现场、春运

之路……感受一个又一个平凡而又真实的故事。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文/图

　　“我之前生过一场重病，医疗保险金都

用来买房子了，等于是我拿命换来的。”

　　“房子贷款都是我还的，还有一套学区

房的钱也是找我父母借的。”

　　张明和李丽坐在圆桌直径的两端，虽然

是面对面的位置，但两人谁也不看对方一

眼，抢着向法官证明自己为买房的“付出”。

　　“婚姻存续期间不要分谁的钱，都是夫

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周袁打断了两

人的争论，提醒双方控制情绪，有序发言。

　　这一幕发生在2月24日上午9时，在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二楼的家事调解

室内，民一庭庭长周袁与两名家事调解员共

同就这起离婚后财产纠纷和变更抚养纠纷

进行调解。

　　原告张明说，自己在两年前与李丽协议

离婚，约定两个女儿由自己抚养，婚后共同

投资的两套房产归李丽所有，另一套房产归

自己所有。但在离婚后，他认为协议约定内

容明显不公平，有损自己的合法权益，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重新分割财产。

　　“我要求将紫园的房子归我个人所有。”

张明坚定立场。

　　“我不同意，最多只能双方各占50%。”

李丽则亮出底线。

　　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周袁决定与调解员

分头进行调解。周袁将张明留在调解室内，告

知他如果按照离婚协议这套房产归女方所

有，而且这套房产价值最高，女方如今愿意抚

养孩子，归他所有的话对女方也不公平。

　　调解室外，调解员陈胜利和刘萍也做起

女方思想工作，劝说两人也不要闹得太僵，

互相带有怨气的话，对孩子成长也不好。

　　经过背对背调解，张明和李丽的态度有

所松动，但坐下来没多久，双方又因房屋所

有权份额高低“谈崩了”。周袁与调解员再次

分头做起工作，提出将李丽名下的紫园房产

归张明和女儿所有，张明名下房产归李丽所

有的解决方案，被双方所接受。4个多小时

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像这样的家事调解，庐阳法院平均每天

都有数场。自2017年起，庐阳区法院试点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在家事纠纷调

解中融入人性化理念，探索多元化途径，引

入家事调解员、家事调查员作为第三方力

量，协助法院进行家事调解和调查工作。目

前，聘任的家事调解员74人，家事调查员87

人，去年接受委托（派）调解案件638件，约占

民一庭全年诉前调解家事纠纷数量的95%。

　　“我们把案件交由家事调解员先行调

解、送达，调解成功的出具调解协议。遇到障

碍的，法官会参与其中，与调解员从法律和

人情的不同侧重点一起调解。”周袁说，若还

是未果，家事调解员会书面总结争议焦点，

法官后期开庭审理也能做到心里有数，有利

于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改革以来，庐阳法院还建立健全家事纠

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在社居委挂牌成立家

事调解室，同时开展巡回审判，将法庭搬进

社区，探索“法院+社区”模式化解家事纠

纷，将司法服务温情延伸至庭外。

　　“这样一来当事人的情绪更容易被关注

和照顾，审理家事要更能解当事人心事，能

够剖析家事纠纷背后隐藏的积怨和心结，从

而消除后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庐阳法

院民一庭副庭长胡玲说。

　　一组数据说明庐阳法院家事调解的成

效：民一庭去年委托（派）家事调解员调解的

638件案件中，结案553件，调解成功465件，调

解成功率高达84.1%。进入诉讼程序的家事

案件审结600件，其中调解结案373件，撤诉

结案166件，调撤率近九成，诉讼案件平均审

理期限为8.66天。

　　“推进家事审判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将反家暴、家事调解

员及调查员培训、涉老维权工作作为工作重

点，进一步完善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

力实现对家事纠纷高效率、实质性化解，修

复、弥补受到损害的家庭关系，促进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庐阳法院院长张勇说。

（当事人均为化名）  

“审理家事要更能解当事人心事”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法制与新闻》记者 黄浩栋 文/图

　　跟往年相比，今年春运客流明显减少。2

月17日，《法治日报》记者在上海虹桥站看

到，进出站的旅客并不多。

　　“旅客少了，但是安保标准没有降低，值

班备勤也是为了更好地守护旅客回家。”上

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周强老家在天津，今年

已是他连续八年没回家过年。看着乘客陆续

上车，他不忘提醒在车厢内佩戴口罩，偶尔

帮几位乘客核对一下列车信息。

　　几分钟后，高铁缓缓驶离站台，周强站

在原地目送列车离去，直到列车彻底从视野

里消失。

　　8年来，周强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巡

逻时，如果发现中途停靠天津的列车，他都

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在列车停靠的站

台站一会岗。

　　“偶尔运气好能遇见来自天津的乘客从

我身边经过，听到他们口中熟悉的乡音，我

心里就很满足。”周强的家人现在天津，不能

陪家人一起过年，他告诉记者，“说一点也不

想家那是骗人，但是作为一名铁路警察，我

必须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把好

春运关口。”

　　虹桥站派出所警员队伍中80%由外省

市民警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守在

上海，为春运期间维持车站秩序、打击违

法犯罪、防控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来自江西的民警徐国浪正带着警犬“杰

克”在虹桥火车站候车大厅执行巡逻任务，

大到行李箱、双肩背，小到塑料袋、手提包，

“杰克”都一一仔细嗅探，寻找可能隐藏起来

的违禁品，遇有未戴好口罩的旅客，徐国浪

也会及时予以提醒。

　　旅客不着急、大厅不拥挤、座位坐不满，

尽管是春运首日，候车大厅内却并不像记者

想象中那般熙熙攘攘。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不少外地民众响应号召，留在上海过

年。根据统计，春运首日虹桥火车站全天发

送旅客4.5万余人，到站旅客5万余人，是历年

最低。

　　即使客流人数骤减，上海千余名铁路干

警依然立足本职工作，加强与客运部门的联

通，研判客流动向，细化安保预案，并配合卫

生防疫部门做好疫情防疫工作，维护车站、

列车、线路治安秩序，做好今年春运安保工

作，确保旅客安全。

　　虹桥站派出所副所长周荣亮告诉记

者，“除了日常做好违法犯罪的打击预防

外，民警也要提醒旅客正确佩戴口罩，宣

传防疫知识 ，还要时刻应对身体状况异

常旅客出现的情况 ，工作压力并不比往

常轻松。”

　　据介绍，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虹桥站派

出所建立了完善的疫情处置预案，对所有到

达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健康码核查工作，对

体温异常的旅客发放健康告知书，做好旅客

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登记，并指导旅客前

往就近定点医院就诊。如遇列车移交发热旅

客时，配合车站组织医务人员到指定站台车

厢，按要求做好移交旅客的处置。

　　夜幕降临，周强在站台遇见了一位天津

老乡，临上车前，他祝这位同乡新年快乐，也

不忘提醒他做好个人防护。“回家过年是老

百姓的心愿，让老百姓平安回家过年则是我

们的心愿。”周强说。

“坚持战斗到抗疫胜利的那一天”

“让老百姓平安回家是我们的心愿”

 记者手记

　　老人的孤苦，夫妻的诋毁，

夹缝中孩子的恐惧……面对这

些纷繁复杂的纠葛，在审理家事

案件中，庐阳法院法官对案件不

是一判了之，而是通过与调解员

的无缝配合，努力修复、弥补受

到损害的家庭关系，既化解矛盾

纠纷，也疏导情绪怨气，还帮忙

走出困境。

　　清官难断家务事。审家事，更

要解心事，对于当事人来说至关

重要。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通讯员 张兵海 文/图

  “家里的天然气没气了，居家隔离不能

去充值，没法做饭了……”

  听着电话那头爱人急切的声音，正在疫

情防控点执勤的张月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2021年元旦过后，新冠疫情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卷土重来。1月2日，石家庄市藁城区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张月礼带队来

到疫情中心地带小果庄村。

  2月10日，腊月二十九，是河北农村家家

户户蒸馒头准备过年的日子。当天上午9时，

在村口值守的张月礼接到爱人这通电话。

  疫情形势好转后，被转移隔离的村民陆

续返回，头天晚上为了安置返乡群众，张月

礼几乎一夜没睡，彼时脑袋有些发木，一时

反应不过来。

  就在愣神儿的时候，远处开来几辆送隔

离群众返乡的医护车辆。“张队，有车来了！”

听到同事呼唤，张月礼反过神来。

  “等一下我想办法，现在要忙了。”对电

话那头的爱人匆匆说了一句，张月礼就挂了

电话。

  疫情发生后，张月礼和巡特警队员们连

夜赶赴小果庄村。月余时间里，他们坚守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室外就着寒风吃冷饭，

轮休时就和衣蜷缩在车里，但执行任务时却

精神百倍、一丝不苟，全然忘记了饥饿、寒冷

与疲惫。

  现在，张月礼和同事们的任务从最初的

劝返人员车辆、组织群众检测核酸、转移隔

离群众，变成了监督防疫消杀、安置返乡群

众、巩固抗疫成果。

  2月7日起，符合解除集中医学观察条件

的村民陆续返家。然而，隔离时是整批转移，

返乡时却是符合一个返回一个，要是一家人

不在一个地方的，还要跨区接转。转运车辆

来往频繁，张月礼和队员们的工作量也成倍

增加。

  每辆返回车辆上都有一张名单，张月礼

和队员们逐一核对、测温，带领群众登记、领

取生活用品，再同志愿者一起用电动三轮车

把群众一一送回家中，叮嘱群众“不要串

门”，继续“居家防疫”。藁城区政府为村民们

准备了崭新的生活用品，每天定时供应新鲜

蔬菜，让大家过好年。

  2月10日一天，张月礼和队员们共接收

安置返乡群众3个批次、188名。“今天来的车

有58辆，这算少的，前几天多的上百辆，排队

都有两里地，多数还都是晚上来，大家没睡

过一个囫囵觉。”张月礼告诉记者，有送返群

众的车辆来，他们就接车接人、逐个送回家；

没车来时，他们就在村里巡逻防控，一边劝

导回村群众别出门，一边抓捕流浪猫狗送到

流浪动物收容站。

  48岁的张月礼是个硬汉，但连续一个

多月的艰辛抗疫 ，让他的脸色变得很疲

惫。他患有高血压，一直靠药物顶着。前不

久，由于过度劳累和休息不好，导致他的

痔疮复发，没法有效控制，他就悄悄找来

卫生巾垫上。“等疫情过了再去医院看

看。”张月礼说。

  安排好了返村群众，已是下午，张月

礼终于想起了妻子上午的求助。他们的家

在藁城城区，疫情发生后，张月礼赶赴一

线，妻子一直独自在家隔离。犹豫再三，张

月礼把电话打给了巡特警大队大队长，请

求帮助。“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帮弟妹

充值，你自己多保重，家里有事随时找单

位！”大队长干脆利落地回答，让张月礼的

心放了下来。

  到了晚上吃饭时间，张月礼张罗大家挨

个领盒饭。没有吃饭的桌子，大家席地用餐；

没有休息的地方，大家就在车里半躺半坐。

吃饭时候聊会儿天、开开玩笑，就是这群驻

守疫情防控一线的巡特警队员最快乐的

时光。

  正说笑着，不知谁突然提起了大家今年

不能回家过年，一瞬间，队员们沉默下来。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一定会

坚持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张月礼坚定

地说。

 记者手记

  鉴于疫情防控一线任务艰

巨，藁城区公安局曾考虑制定轮

换岗计划。“这里危险，谁都不要

来这里换我们！”张月礼予以拒

绝。直到村民返乡时，考虑到工作

任务繁重，才答应增派30名巡特

警队员过来。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初来驻

守藁城区小果庄村的时候，正赶

上石家庄入冬后最冷的时候，夜

里的冷风像刀子一样，能刺进骨

头缝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下，队员们坚守过寒冬、战斗到

春来。

  图为石家庄市藁城区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民警在小果庄村躺在地上休息。

□　本报记者 崔东凯 张冲 文/图

　　“对不起局长，我现在房间里不能见你。”刚刚检查完两个隔离宾

馆的民警闫世伟，通过电话对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农办事处核酸检

测点检查工作的道里公安分局局长姜晓瀛说。

　　今年59岁的闫世伟，即将退休，西二道街宾馆被隔离人员情绪不

稳定，有过派出所长和看守所长经历的闫世伟凭借丰富的群众工作

经验主动请缨，进入隔离点担负起安抚工作。

　　1月29日，2021年第二次寒潮如约而至，哈尔滨最低气温降到零

下30℃。姜晓瀛刚刚上任13天，就赶上了哈尔滨这次疫情复发。

　　受顾乡加油站确诊病例影响，道里分局机关和两个派出所100多

名民警被隔离。在警力大受影响的情况下，道里分局依然全力战斗在

抗疫第一线，担负区疫情防控工作信息中枢，组织信息和话务两个专

班负责本区防疫信息的收集、分流、核实和汇总工作。

　　道里分局政治处主任丁九妹说，专班每天要汇总不同来源的数

据达到万余条，拨打700个以上电话进行核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6

个小时。

　　“这些天来，公安干警、社区干部、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太不容易

了。”道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岳立娟感慨道，道里区是哈尔滨市主城

区之一，辖区囊括机场、火车站等多个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繁重

复杂。

　　因为道里辖区内的顾乡加油站是一名新冠确诊患者的途经之

处，钢铁社区被划为中风险区，转运隔离30多人。

　　在道里区建国街道钢铁社区出入口，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穿着防

护服对进出人员扫码、测体温、查验出入证，呼出的气息在帽子、口罩

和睫毛上凝成了白霜。

　　记者在钢铁社区服务中心看到，这个仅有一居室大小的房间内，窗口前一位老人在办

理公租房补贴业务。门口的工作人员戴着护目镜、口罩和防护手套，认真地履行着检查职

责。这位工作人员是下沉到基层社区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赵家樊，和他一起下沉到基层社

区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有29名。

　　“社区防疫任务繁杂，社区人员、志愿者、下沉干部轮番上阵，检查值守，为隔离的居民

送生活必需品还要带走垃圾，每天要爬几十层楼。”身材瘦弱的社区主任王伟平戴着口罩

也难掩疲惫之色。

　　疫情发生后，街道和社区干部基本都没有回过家。共乐街道办事处主任高书涛对此深

有体会。他说，共乐街道集中隔离有4个单元，涉及90户126人，还有12个社区居家隔离的一

共300多人，都需要提供生活服务保障，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分析区里推送的信息，确

定集中隔离、居家隔离人员，还要打电话进行流调，夜间还要配合相关部门转运隔离人员，

防控的工作量很大。

　　“有一天一个女孩半夜把一只小鹿狗藏在衣服里带到了隔离点，而按照规定集中隔离

不能带宠物。”高书涛说，大民兴西段社区主任刘丽华消毒后把狗带回来照看，第二天征得

女孩同意后把小狗寄养在了宠物店。

　　像高书涛一样，道里区很多街道社区民警又在疫情一线度过了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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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月29日，道里公安分局民警在高速路口疏散车辆。

 记者手记

　 岁末年初，哈尔滨市再次受到疫情冲击，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广大公安干

警、街道社区干部、机关下沉人员、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舍小家为大

家。他们如同象征平安吉祥的一盏盏红灯，成为春节期间最温暖闪亮的礼花，为群

众带来平安吉祥。

  图为庐阳区人民法院法官与家事调解员正在调解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

 记者手记

　　春节返乡，游子归家，每年

春运都是铁路民警最繁忙的时

刻。今年受疫情影响，春运客流

量大幅下降 ，但值班备勤任务

要求更高。面对职责使命，上海

虹桥站派出所的民警们坚守岗

位、默默奉献，不断细化安保和

疫情处置预案 ，他们不仅是万

千旅客身边的“守护神”，更是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疫情防控的

“守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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