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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老陈家院子里的板栗树长势喜

人。沉甸甸的“小刺球”挂满了枝头，有些急不可

待地撑破肚皮，露出赤褐色的果实。

　　“板栗熟了，可以请盛委员来家里吃饭了！”

老陈喊来老伴收板栗，嘴里念叨着要一展厨艺，

做一道拿手的板栗烧鸡。

　　可就在10个月前，老陈对新上任的盛委员

还摆过“冷脸”，就算人家主动上门也没给泡过

一杯茶。但在一次次的登门中，老陈感受到了盛

委员为自己解决问题的真心，瞅着他为化解自

家的陈年纠纷想尽办法，这让老陈刮目相看，更

是感动不已。

　　老陈所说的盛委员是安徽省安庆市大龙山

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盛斌。从事政法工作多年

的他，在群众的眼里，既是社会治理的“老行

家”，也是矛盾化解的“排头兵”。大家习惯有困

难就找他，都说找他准没错。

挂念一次不受待见的走访

　　“缓刑，三年！”听到法院对自己的判决时，

娟子觉得天都塌了。

　　娟子今年26岁，一个人在大龙山镇打拼多

年，好不容易攒钱做起小本生意，却因为交友不

慎，卷入经济案件。因此她的生活态度一度非常

消极，也不愿接受社区矫正。

　　在她迷茫无助的时候，司法所工作人员不

仅时常对她的生活嘘寒问暖，还每个月安排心

理老师为她进行心理咨询辅导。一份份善意打

破了娟子内心的壁垒，帮助她重新振作了起来。

　　然而娟子不知道的是，除了司法所的哥哥

姐姐们，默默关心她的人还有盛斌。

　　“我去过她店里一次，当时她抵触心理很

强，并不愿意搭理我。”想起自己碰了一鼻子灰，

盛斌讪讪地笑了笑。

　　走访虽然短暂，但盛斌却把娟子记挂在了

心上，要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好释法说理、心

理疏导、教育帮扶等工作，给予她生活上的帮助

和精神上的关怀。每次当他得知娟子状态越来

越好，心里也满是欣慰。

　　为了让更多像娟子一样的人能够重新回

归社会，盛斌发挥政法委员统筹协调基层政

法单位的职能作用，组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等单位对辖区内特殊人群开展摸底建档

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同时开展

专业化管理、人性化帮扶，帮助特殊人员树立

生活信心。

　　深耕政法战线18年，盛斌既敢干实干，也巧

干精干，通过建立实施一系列执行有力的基层

政法工作机制，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在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中，他反复改进优

化强化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压实压紧责任链

条，推动扫黑除恶集中宣传活动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进学校，将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向

纵深推进。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盛斌注重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建立社区、商业区、校区“三区联动”

工作法，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并鼓励8个社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实现齐头并进、多面开

花，让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可感可触。

他的电话成了“不打烊”热线

　　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制度，是“党管政法”

向基层延伸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站在基层社

会治理的最前线，政法委员是瞭望者，更是守望

者，有隐患苗头第一时间排查解决，有矛盾纠纷

第一时间协调化解。

　　亮开嗓子，迈开步子，便是盛斌开展政法工

作的两大“法宝”。

　　由于大龙山镇的自建房比较多，盛斌总放

心不下安全隐患问题，因此在自建房安全隐患

专项检查整治期间，他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前往

居民家中走访。

　　起初一些居民并不理解，认为这项工作是

多此一举，燎原社区吴大爷就是其中之一。当

时，分管过建设的盛斌在吴大爷家“敲敲打打”

一番后发现，吴大爷家不仅墙面有裂缝，还有不

少空心砖，提议作危房鉴定。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愿意这样住，出事

也是我的事。”得知鉴定费用还要自己出，吴大

爷很不乐意。

　　“您别急，房屋质量怎么样，我说了不算，

您说了也不算，鉴定公司才最专业。”盛斌稳

住吴大爷的情绪，继续劝说，“而且也要不了

多少钱，您想想到底是生命值钱，还是这些钱

重要。”

　　一番耐心交谈下来，吴大爷被盛斌说动了，

一家人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于是同意鉴定。鉴定

结果是C级危房，可把吴大爷吓了一跳，赶紧按

照要求对房屋进行修缮巩固。

　　在盛斌的努力推动下，截至目前，大龙山镇

91个自建房安全隐患已经全部得到整治。

　　自担任政法委员以来，盛斌养成个习惯，随

身携带笔记本，一路走走停停，谈谈记记。每到

一户，盛斌还会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群

众，方便他们遇到困难可以及时找到自己。群众

也没跟他“见外”，大事小事都习惯打电话找他

帮忙。

　　“有几次是凌晨打来让我解决噪声问题，被

吵醒时确实会有些委屈，但一想到老百姓有问

题能想到自己，这不就是对我的信任嘛，就不觉

得委屈了。”盛斌坦诚地说。

上门40余次捂热“冷板凳”

　　基层政法工作直接面向群众，和群众打

交道，需要协调、调度处理最多的就是群众矛

盾化解工作。“每次看到矛盾纠纷变成皆大欢

喜，心里是真高兴，什么辛苦都一扫而空了。”

盛斌说。

　　老陈家长达12年的纠纷成功得到化解，是

盛斌近来最高兴的事。去年12月，盛斌刚调到大

龙山镇工作没多久，就得知老陈因为征地补偿

问题引发的信访积案。于是，盛斌主动打电话给

老陈想了解情况，但还没说上几句，对方就给

挂了。

　　电话不行，那就上门面谈，结果一连上门三

次，盛斌都吃了闭门羹。直到第四次，盛斌才走

进了老陈家。面对这张新面孔，老陈并不信任，

言谈中充斥着不满和怨气。

　　盛斌没有放弃，之后每周都上门至少两次，

与老陈拉拉家常，说说政策。一个多月后，盛斌

惊喜地发现，老陈默默地给他泡了杯茶水，这说

明老陈开始尝试接受自己了。

　　3月21日是盛斌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当他再

次来老陈家时，老陈对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你

是有诚意的，咱们说说心里话吧。”

　　这一刻，盛斌感觉到解决问题有希望了。

“您放心，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帮您保

障利益最大化，但政策不允许的，谁也开不了口

子，还请您理解。”听完老陈的诉求，盛斌也表明

了自己的态度。

　　针对该案中涉及的政策分歧，盛斌积极进

行多方协调，通过召开村民组会议、走访周边群

众核实情况，多次召集各方协商沟通方案，最终

形成了一致意见。

　　前前后后5个月里，盛斌上门40余次，用诚

意打动了老陈，用行动兑现了承诺，让这起积

案依法得到成功化解。激动的老陈与盛斌约

定，等自家板栗树丰收，一定要来吃顿板栗

烧鸡。

　　今年以来，盛斌召开综治例会26次，摸排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70余起，其中包括3起长达10余

年的信访积案。谈及化解窍门，盛斌思考片刻

说：“当你做到‘将心比心’，老百姓也会‘以心换

心’，很多难题就解了。”

　　如今，老陈家的板栗熟了，这次该换成老陈

兑现约定了。

  图① 盛斌（左二）走村入户开展走访。

  图② 盛斌（左一）向当事人了解情况。

本报通讯员 舒泉 摄  

盛盛斌斌：：
用用诚诚意意与与群群众众““心心换换心心””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我明白了，服判息诉。”前不久，当事人张某

对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陈翠

丽说。

　　自2019年8月至今，陈翠丽共办结各类案件

1085件，服判息诉率100%，无一起案件被上级法院

发回、改判，所结案件无信访情况，先后荣获“河南

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李庆军式十佳法官”等

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作为一名民事法官，我每天面对的大多是婚

姻家庭、邻里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纷繁琐

碎的案件，看似家长里短，但每一起案件都关乎老

百姓的冷暖苦乐，更需要法官的耐心倾听、用心沟

通，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坚守内心的道德与良

知，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陈翠

丽说。

每一起案件群众都看在眼里

　　“每当我穿上法袍的那一刻，都会油然而生一

种神圣感！我告诉自己，要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

考验。”陈翠丽说。

　　2021年，陈翠丽审理了一起关于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的系列案，案件的起因是开发商逾期交房。

开发商方面依据优势合同条款，认为属于不可抗

力，132户业主多次集体反映相关情况，双方矛盾

尖锐。

　　一边是合同条款，一边是群众利益。陈翠丽认

真查阅卷宗，多次实地走访听取业主意见，最终依

法认定本案开发商逾期交房构成违约，依法判决

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案件宣判后，开发商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我

把判决书看了好多遍，判决书说理清楚，虽然我们

败诉了，但这个判决我们认。”

　　“每一起案件的公正审判都是一张法治的名

片，老百姓正是通过这一张张名片，坚定法治的信

仰。”通过这个案件，让陈翠丽明白了法官不是败

诉者的对立面，只要坚守公平正义原则，作出的判

决就一定能让当事人信服。这件事让她更加坚信，

办理的每一起案件、付出的每一分努力、表达的每

一种态度，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像工匠追求精艺一样去办案

　　法官的“匠心”是什么？这是陈翠丽经常思索

的一个问题。

　　“每一次思考过后，都有不同的感受。”陈翠丽

说，法官的“匠心”是每一个典型的案例、每一次精

彩的庭审、每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所凝结的严谨

与专业，是在每个办案环节都坚持精益求精，善做

善成、不留瑕疵的责任心，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卓越追求，是每一个

合格法官最荣耀的价值取向和最值得骄傲的从业

初衷。

　　为此，陈翠丽多了担当、多了精进、少了浮躁，

像工匠追求精艺一样对所办案件负责，对人民群

众合法利益负责。多年的民事审判工作经验，不仅

让陈翠丽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更让她养成了

较强的思想疏导能力和沟通调解能力，在办理每

一起案件时，她坚持做到审判人性化，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

　　2020年7月，罗某酒后与李玉某、李金某发生

纠纷并厮打，造成罗某和李玉某受伤。事后，罗某

将李玉某、李金某告上法庭，请求判决李玉某、李

金某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一审法院判令李

玉某、李金某承担赔偿责任，李玉某、李金某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

　　陈翠丽接到案件后，经过阅卷、仔细研读案

情，与各方当事人庭前进行沟通，了解到因本次纠

纷造成李玉某、李金某、罗某及案外人刘某4人受

伤，引发4个诉讼案件，其中一起案件已生效，一起

案件正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另一起案件正在立案

过程中。

　　二审开庭时，双方剑拔弩张，互相指责对方，

整个庭审持续近两个小时，结束后双方还在继续

争吵。

　　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陈

翠丽主张将上述3个案件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在查

清案件事实、分清责任基础上，她多次与各方当事

人进行沟通，了解调解意愿，经过不懈努力，最终

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做到一案调解四案

了结。

尽职调解用爱心温暖当事人

　　“办理一起案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每一起案件

都办的公正、无可挑剔，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

度。”谈及办案体会，陈翠丽说，在一个家庭中，孩

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但由于父母离异，家庭环境

突变，极易导致孩子产生心理问题。

　　陈翠丽对所办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至今

记忆犹新。

　　女方王某与男方李某在经历最初的相识、相

知到相许，随着女儿的出生，两人的感情更是得到

了升华。但是无论多么完美的婚姻，总有些许不尽

如人意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鸡毛蒜皮的

小事越来越多，再加上父母过多的干涉，双方时常

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后来，王某一纸诉状将

李某诉至法院，以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离婚诉讼。面

对彼此各不相让的局面，一审法院调解未果，判决

双方离婚。王某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对孩子的抚养

及财产分割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庭前调解时，双方情绪激动、恶语相向，

为了房子、车子、债务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5岁的

小女儿吓得瑟瑟发抖，小声啜泣。

　　同样身为母亲的陈翠丽当场制止了双方的争

吵，同时把孩子抱起来带到了隔壁的接待室进行

安抚，等孩子情绪稳定下来，她温和地解释说：“不

论你的爸爸妈妈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他们

爱你的心是不会变的，你是被爱着的，而不是被抛

弃的，虽然他们不住在一起了，但是你以后会有两

个家，依然有爱你的爸爸和妈妈。”

　　把孩子安抚好后，陈翠丽对王某和李某说：

“离婚已经给孩子心灵上造成了巨大伤害，如果在

诉讼的过程中，因为你们不当的情绪和行为，将给

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对她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即使你们离婚了，依旧是孩子的父母，关心爱

护孩子，就是让其健康快乐成长，希望你们多考虑

考虑孩子的想法。”

　　随后，陈翠丽与双方进行背靠背调解。在沟通

交流中，她了解到，现在双方均已不再纠结之前的

各种矛盾纠纷，双方争执不下的关键点是孩子的

抚养权。为妥善安置好孩子，陈翠丽以尊重孩子的

意愿为前提，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出发点，以维系

亲情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释法明理，最终，双方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他们激动地说：“你是法官，

更像亲人，温暖了我们一家人。”

　　“孩子不是夫妻斗气的筹码，是他们生命的延

续，应该竭尽所能地让孩子健康成长，尤其是心理

健康。为了这个目标，做再多工作也是值得的。”陈

翠丽说。

　　“做一名人民满意的法官，是我一直以来的理

想。”陈翠丽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以青春智慧铸

笔，以辛勤汗水为墨，不怕吃苦，勇挑审判重担，认

真高效办理每一起案件，以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和

对百姓的服务之情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怀揣赤

诚初心，守望公平正义。”

　　图为陈翠丽在阅卷。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文/图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王炎忠，多年担任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吕桥村

公共法律服务站站长，人称“老王站长”，今年74岁，

却罕见白发，步伐橐橐作响，见人常眯一双笑眼，一

口沪普话和缓洪亮……他还有多重身份：村群众活

动团队党支书记、村调委会调解员、宅基老娘舅、法

治带头人、信访代理员等等。

　　面对《法治日报》记者，他说起了自己的心愿：

“新农村建设，法为心治为核，法治先行才能让美丽

乡村貌美芯更美，尽管基层治理面临千峰万壑、千

头万绪与千辛万苦，但只要有了公心、耐心与热心，

就能为村民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全新领域

　　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白纸上勾勾画画写满数

字，经过几轮市场咨询和实地勘测，老王总算为一

起共有产权房屋的分割纠纷设计出合理的分配方

案。面对老王给出的分配方案，其中一位村民突然

反悔，认为房价还会涨，不接受调解方案，并一纸诉

状诉至法庭。

　　“后来法院的判决结果和老王提供的方案基本一

致，起诉的那方不仅多花了诉讼费，还耽搁了好几个

月的时间。从那以后老王站长的名气越发响亮了，大

家对他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忆及此事，村委会负责

人范满意竖起大拇指，可一旁的老王却显得有些不好

意思，连说不值一提。

　　老王在村里干了一辈子，确实有底气。退休前

他是村里的会计，算账是一把好手，退休后他被返

聘为村调委会调解员，于是开始和法律结缘，开启

了全新的工作领域。

　　他说，当基层人民调解员，不会算账可不行，但只

会算账也不行。基层问题千头万绪，婚姻矛盾、邻里纷

争、宅基纠纷、欠款纠纷……哪样都不好处理，要想妥

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威信，还要有依法办事的

公心、耐心和热心，更要体现法情理的高度统一。

　　于是老王便把自己的工作心得总结为“三心”工

作法。他解释说，“所谓的公心就是一碗水端平，给出

的调解方案要让村民心服口服；所谓的耐心就是要有

持之以恒、攻坚克难的信念，许多纠纷都是陈年旧案，

一次两次、一趟两趟根本解决不了；所谓的热心就是

要时刻秉持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因为各种原因很难

让多方满意，甚至有时还要面对村民的冷嘲热讽，工

作却不能有丝毫懈怠。”

制胜法宝

　　20余年前翻建的房屋一直没有门牌号，张老太太有些坐不住了，

她担心万一哪天遇到拆迁就可能损害利益，去派出所咨询却被告知

材料不齐不能申领门牌。于是，她找到了老王。

　　老王听了她的想法后，认为应该予以支持，就帮她揽下了这个难

活儿。为了张老太太的门牌，老王先去了镇规划部门，翻找出当年翻

建房屋的档案，然后再去派出所咨询，最后得到回复：翻建房屋不属

新建房屋，按照现有政策不能申领新门牌，不过虽然没有门牌但不影

响今后拆迁的利益。他又到区里咨询，还是同样的结果。弄清事情原

委后，老王专门向张老太太说明了情况，老人家看到他这样尽心尽力

地帮忙，就打消了继续上访的念头。

　　老王说，当信访代理员光会跑腿不行，关键在于用法治理念扭转

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旧思维。为此，老王带头学法、尊法、用法，用

各种法律规章制度，为村民答疑解惑，引导他们依法办事、依章行事，

法律成了他的制胜法宝。

　　在老王的“一亩三分地”里，村委班子成员、律师、大学生村官都

是他的工作搭档。尤其是现在村里成立了法治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他作为“法治带头人”，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近些年随着城市的扩张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周边农村，同时也有大批村民外出务工，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

复杂化特点，基层治理从被动管控转向主动服务。培养法治带头人、

创新信访代理服务，可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源头，其中就涌

现出了一大批像老王这样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们与老百姓坐一条板

凳，做群众贴心人，给基层依法治理赋予全新内涵和宽广外延。”奉贤

区庄行镇党委书记陶清说。

以师带徒

　　“王老师，您看调解文书这样写可以吗？”

　　“写得蛮好的，让他们签好字，我们留存一份。”

　　段育科是一位下基层锻炼的大学生村官，在他眼里，老王站长太

有本事了，简直就是一部农村问题的百宝书。

　　下基层期间，他在老王带领和指导下，调解过多起纠纷。第一次

参与调解的情形令他至今难忘。村里一位老妇和一对双胞胎继子因

为老父亲的丧葬补贴发生纠纷，两位继子扬言要对继母动粗，在接待

了老人后，段育科不知所措，老王却似乎胸有成竹。

　　果然，在老王软硬兼施、依法说理后，两位继子向继母道了歉，并

签了调解协议。

　　“在他身上能学到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比如群众语言、乡

风民俗、处事方式、调解技巧等等，这些民间智慧给我今后的工作带

来很大帮助。”如今段育科已经入职市级机关单位工作，他在电话里

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如今，老王根据镇里的统一安排，每年都会带一两个大学生村

官。在他们面前，他展现的是一名乡贤能人息讼调和、古道热肠的淳

朴本色，还有一语中的、口若悬河的调解口才。

　　在庄行司法所所长章新福看来，有了好口才，才能讨得好口彩，

自然也就树起了好口碑。老王不仅成了大学生眼中的好老师，也成了

村民眼中的好榜样。

　　老王在手机里翻出一张他和儿子、孙女的合影给记者看，一家三

代人其乐融融。范满意说：“他的儿子、孙女都非常有出息，这与他们

家的好家风分不开。近年来，我们通过‘美丽约定’培养农村好家风、

好村风，并通过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四治融合’，凝聚起乡村善

治的正能量。”

  图为王炎忠接待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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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丽：每一次公正审判都是法治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