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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辉 文/图  

  “有事找老谭，找到老谭就没事。”井冈山脚下方圆十里八

村，流传着这么一句口头禅。

  村民口中的“老谭”，就是江西省永新县才丰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谭回昌。

　　“老谭”今年已经70岁了，自1996年从事调解工作以来，一

直坚守乡村一线，热心矛盾纠纷化解。

  25年来，他共排查矛盾纠纷线索3157条，调解矛盾纠纷

2154件，调解成功率达99%以上，防止群体性事件11起910人，参

与协调处理治安案件159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

被群众誉为“金牌调解员”。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早年，谭回昌一直在乡镇文化站从事宣传工作。

  1996年初到才丰乡时，谭回昌面对的是一个矛盾多、是非

多的城郊山区乡。组织上在分配工作征求他意见时，希望他能

牵头搞矛盾纠纷调处，谭回昌当场表示：“调解工作我没有干

过，怕干不好，但是组织信任我，那我就试试。”

  这一试，谭回昌就试了25年没停歇，从壮年干到古稀，从

在职干到退休。

  谭回昌深知“半路出家”做调解工作，必须付出比常人更

多的努力。经过坚持不懈的刻苦钻研和长期实践，谭回昌将枯

燥的法律条文编成通俗易懂的“五字歌”“七言律”，把外出务

工常用法律编成《社会关爱手册》免费发放给群众，并总结出

独特的“四勤、五心、六个一”调解法。经过不懈努力，老谭终于

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

  “进门一声请坐、坐下一杯茶水、询问一向和气、记录一字

不漏、解释一定满意、出门一句走好。”近日，《法治日报》记者

走进“老谭工作室”，一眼就看见墙上张贴的“六个一”服务

指南。

  “很多纠纷，矛盾双方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谭回昌告诉记

者，调解中，只要客客气气接待，认认真真听当事人把话讲完，

然后分析双方的不对之处，引导他们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

题，就能够有效消除双方的怨气怒气。

“天下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

  “天下只有不认真调解的调解员，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

这是谭回昌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从事调解工作的人生

信条。

  谭回昌办公室的桌子底下，常年摆放着三双鞋：雨靴、皮

鞋和凉鞋。这些年来，老谭有15个大年初一是在工作中度过，

这3双鞋也见证了他的工作足迹。

  “晴天主抓外业，雨天主抓内业，白天现场落实，夜晚总结

得失。”这是老谭的常规工作法。但有时为了化解棘手的矛盾

纠纷，他也会反其道而行之，出其不意，破解难题。

  2011年农历腊月的一天，村民王某急匆匆地跑来向老谭

求助。原来，他因为承包林地与邻村的肖家五兄弟发生纠纷，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谭回昌了解情况后立刻去找肖家，可去了

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面都见不到还怎么调解？那几天谭回昌

整日茶饭不思。

  转眼到了腊月廿五，当晚下起了大雪，外面天寒地冻，滴

水成冰。“前几次去找都被推说外出了，这样恶劣的天气肯定

在家，马上春节了，一定要把纠纷解决好，让王某安心过年。”

谭回昌动起了脑筋。

  说干就干，谭回昌当即冒雪推车出门。肖家老大打开

门的一瞬间不由得惊呆了，门外站着的是走了十几里山

路，几乎被冻成雪人的谭回昌，起先的惊讶马上转化为感

动落泪。

  “什么都不用多说，您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肖家老大

当即表态。最终，肖家五兄弟作出让步，双方签署了调解协议。

  据了解，这些年来，只要是谭回昌调解的案子，调一起了

一起，无一起反弹、无一起民转刑。办事公道，调解有法，让谭

回昌成了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

“只要干得动，我会一直干下去”

  除调解工作外，老谭还有个身份：贺页朵誓词广场志愿讲

解员。

  贺页朵是永新县才丰乡北田村的农民，1927年满怀热

情投身革命，把自家的榨油坊作为地下交通站，帮助红军

搜集和传递情报。入党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入党地点写

在入党誓词上。中国共产党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即出自

贺页朵之手。

  “用生命守护入党誓词，终身坚守永不叛党。”谭回昌说，

作为一名老党员，受红色基因的浸染，他也将誓词精神镌刻在

骨子里。

  即便2011年就已退休，谭回昌仍一心扑在调解工作和传

播誓词精神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只要干

得动，我会一直干下去。”老谭说。

  每当遇到矛盾纠纷调解僵持不下时，谭回昌就会把他的

调解对象带到誓词广场参观学习。在英雄故事的感召下，在老

谭的现场开导下，闹离婚的夫妻和好了、不孝的儿子回家了、

剑拔弩张的邻居各让三分了。

  经常有人问谭回昌：“老谭，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成天这么

忙，累吗？”谭回昌总是笑着说：“不累，老百姓信任我、需要我，

我干得开心。”

  其实，谭回昌的家人更需要他，他的弟弟是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他的老伴和孩子们均住在县城，条件优越，都希望他去

北京或者回县城安享晚年。组织上也曾多次要调他回城，但都

被他拒绝了。

  在谭回昌的心中，老百姓的事大如天，再优越的生活条件

都比不上乡亲们亲切呼唤他的那声“老谭”。

七旬“老谭”调解成功率
99%以上

  图① 谭回昌在工作中。

  图② 谭回昌（右）回访当事人。

  图③ 谭回昌（中）正在调处一起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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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于海城

  时江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

司法局巴仁司法所所长，巴仁乡的百姓

遇到难解的纠纷，习惯找他“把脉”。

  “急性子”的时江勇将司法所的各项

工作捋得井井有条。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巴仁司

法所，走进大门，就发现不大的院落处处

藏着“心思”：小到角落的石头，大到一整

面墙，无处不展示出浓厚的法治氛围。

  “这些宣传架、路灯、桌子、椅子都是

我与司法协理员一起设计的，墙面和石

头上的文字以及手绘图案是我自己制作

的。”时江勇告诉记者。

  2013年8月，时江勇调入叶城县司法

局，两年后，任巴仁司法所所长。目前，该

所有33名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大家在时

江勇的带领下，走村入户，开展普法活动

和法治宣讲，脚步踏遍全乡12个行政村，

万余名村民受益。

  为提升法治宣传效果，时江勇从阵

地建设入手，将法律法规通俗化，制作图

文并茂的展板，上墙、上架，前来办事的

群众都会驻足观看。

  除了前院，司法所的后院也大有“乾

坤”。时江勇介绍，这里原是一块荒地，乡

党委将此处批给司法所使用，他带领有

电焊、木工技能的同事，历时半年多，将

巴仁乡法治文化教育基地打造完成。

  “基地免费开放，吸引不少周边村民

前来参观，为我们的法治宣传奠定了群

众基础。”谈起这些，时江勇言语中满是

自豪。

  只要有群众来，时江勇都会亲自带

着大家观摩、学习。如今，法治教育基地

已成为当地百姓最爱的“打卡地”之一。

  2019年至2020年间，时江勇独立调解

案件440余起，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

口碑。

  时江勇直言，最初处理纠纷时，他

深感自己专业知识欠缺。后来，他恶补

法律知识，遇到难题时，便虚心请教有

经验的司法干警、普法人员、律师等。

勤学的他很快将人民调解工作干得得

心应手。

  多年来，时江勇总结出一条重要经

验：只要做到对人民群众够热心，调处纠

纷够耐心，办起事来够细心，就没有解决

不了的纠纷。

  2019年初，宁某从乌鲁木齐市到巴

仁乡开设工厂，从事农产品加工。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一年

后，工厂倒闭。谁知，宁某玩起了“失踪”，村民的十几万元原料

款和劳务费一时没了着落。

  202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七八十名村民冒雨到司法所求

助时江勇。

  “你们先回去，我肯定想办法解决。”时江勇立下“军令

状”，村民们带着希望离开。

  几经周折，时江勇终于找到宁某。“办工厂赔了不少钱，我

也正犯难呢。”宁某说。

  “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村民就指望这些钱过日子，还是想

想办法吧。”见宁某不言语，时江勇又说，“你跟村民是签了协

议的，如果走法律程序……”一番劝说，宁某答应在一周之内

筹钱还账。

  几天后，时江勇通知被欠款的村民到司法所领钱，纠纷圆

满化解。

  2020年5月，巴仁乡各村相继成立人民调解组织，当地村

级人民调解工作正在走入正轨。在时江勇的带领下，巴仁乡逐

步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各项制度，规范了村级人民调解工作

流程，调解质量和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2020年12月，时江勇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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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时江勇正在整理矛盾纠纷调解案例档案。

  图为时江勇（左一）在司法所门前与辖区群众交谈。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马弘 吴杰 杨美华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以法律监督，实现山峦

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汇、城乡鸟语花香，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人民群众面

前……”

  这就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

主任龙云的初心，也是他所执着的使命。

  “我心目中的偶像是焦裕禄。”在龙云看来，

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

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的“三股劲”精神，激励

着他在检察梦、法治梦、中国梦的指引下砥砺

前行。

温情办案 守护群众利益

  “办理公益诉讼案子，更得走近群众，因为维

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得安心舒

心。”这是龙云负责公益诉讼案件以来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2019年8月，龙云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部分农

贸市场活禽销售宰杀情况与国家相关标准差距

大，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如何发挥检察力量，守护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龙云决定先对全区活禽经

营场所情况摸个底。

  早上7点至8点是赶集人最多的时间，也是活

禽销售宰杀的高峰期，龙云和同事们择时分组出

发，一天内得走访3到4个镇街，调查近20个摊位。

为了避免摊主因为不理解产生抵触情绪，龙云

先是问：“生意还不错吧？天气热，你们不容易

啊！”摊主们听到这番寒暄后，也放下了抵触之

心，一边忙着生意，一边和龙云聊了起来。随

后，龙云介绍起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你

们放宽心，我们调查是为了帮助规范市场，让

大家能安全经营，顾客能放心购买，生意细水

长流。”

  摊主们听了，纷纷表示对检察工作的支持，

走访调查进行得相当顺利。

  在前期大量的调查基础上，检察机关向当地

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依法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改善活禽经营状况。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

镇街及时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进行规范治理。随

后，大足区政府出台活禽集中宰杀的规定，在制

度层面织了一张安全网。

凭借韧劲 守护一江绿水

  自重庆全市推行“保护长江母亲河”专项行

动以来，如何高质量履行检察职能以守护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成为龙云思考的重点。

  龙云聚焦辖区水资源紧张的实际，带领公益

诉讼团队主动融入河长制工作体系，分河段、分

流域开展公益诉讼监督，被人们亲切称作“河段

检察官”。

  2019年3月中旬，大足区检察院接到举报线

索，辖区某电镀园区设在太平河支流的专用排污

口在深夜排放大量带有泡沫的乳白色工业废水

到河中，造成附近河流水体变色、水质严重超标。

由于废水量大，有的废水从公路边专用排污管网

的井盖处溢流到附近的草地及公路上，几天后都

还有明显的白色粉末状物质残留。周围居民对此

意见很大。

  “是入驻的某个企业的工业废水不达标，还是

该电镀园区整体排污系统有问题导致排污超标？”

  “企业一直在明目张胆地直接排放超标工业

废水，还是在某些时间点偶尔偷排？”

  ……

  为了揭开层层疑云，作为办案检察官，龙云

常常凌晨走出家门与同事们会合后，驱车40多分

钟前往排污现场采集水样，到园区调取监控数

据。取证环节至少花费两三小时，当他再次回到

家里，天空已露出鱼肚白。

  “那段时间家里人不太理解办案怎么选在凌

晨，说我是夜猫子。”龙云回忆起当时，忍不住笑

了起来。

  数次突击检查后，检察机关收集了大量第一

手证据材料，准确掌握了该电镀园区污水处理站

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造成河流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的违法事实。

  随后，大足区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配

合相关部门不仅对超标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为依

法处罚，更要支持企业引进资金、技术改造，从源

头杜绝偷排行为的再次发生。

拼力而为 助力文化遗产传承

  “14 0多处石刻，5万余尊造像，10万多身

型……”办案途中，当年轻同事何亮聊起大足石

刻时，龙云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相关数据。

  在同事眼里，龙云就是这么一位干什么都会

“钻”进去的人。

  2020年7月，大足区检察院与大足石刻研究

院签订《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公益诉讼与文

物保护协作的意见》，聘请文物专家作为特邀检

察官助理，龙云等公益诉讼干警也作为“文化遗

产检察官”走马上任。

  龙云是个人文历史爱好者，但有了“文化遗

产检察官”的头衔，他自觉不能当个半吊子，得

“恶补”相关知识。空闲时阅读专业书籍，有机会

便向专家请教。逐渐地，同事们发现，谈起文物专

业知识和术语时，龙云常能信手拈来。

  在办理黎某某等5人盗掘古墓案时，为了确

定文物的公共利益属性和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

根据合作协议，龙云与文物专家多次前往案发现

场，就涉案古墓的文物价值、受损状况及修复方

案进行勘查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涉案古墓葬虽

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仍具有史料参考价

值和较高艺术价值，是人民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聚合体，可以通过修复最大限度地使受

损文物得以保护。

  据此，龙云提出了专业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意见，要求5名被告人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

必须承担修复工程费用、公开赔礼道歉等民事责

任，全部得到人民法院的判决支持。这起重庆全

市首例文化遗产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为办理类案提供了宝贵经验。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将大足石刻等文化

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让它们在新时代绽放新光

彩，是文化遗产检察官责无旁贷的担当。”龙云坚

定地说。

  图① 龙云（右）和同事在巡河过程中采集水质

样本。

  图② 龙云（左）与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专家一

起勘察被盗掘古墓葬。

检察官龙云守护公益“最执着”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