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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处矛盾一碗水得端平”

　　今年年初，平房乡启动平房村、石各庄村的剩余住

宅拆迁腾退工作。曹俊英作为该项工作“矛盾调解组”

负责人，深知腾退搬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且此次腾退

属于项目二次启动，相关矛盾多年来都未曾化解。

　　这其中，张某与李某的纠纷由来已久。多年前，张

某有一块自己的宅基地，后又花8万元“买下”急需用钱

的李某的宅基地。此时恰逢拆迁，李某便想着要回土

地，两人因此争吵不断，走进了“曹姐调解室”。

　　对此，曹俊英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为李某讲解宅基

地的法律属性，同时提出解决方案：“李某给你一笔钱，

土地仍归其所有。”起初，张某对此不认可，曹俊英便指

出这块地过去几年为张某创造了不少价值。张某听后

表示在理，便认可了这一方案。

　　在与李某沟通时，曹俊英帮他回忆：“当年那8万元

可以说是你们家的‘救命钱’，如今按照我的解决方案，

你既还了人情，又没少地。”“曹姐，你这么说确实有

理。”就这样，两人多年的纠纷被曹俊英巧妙化解。

　　曹俊英说，她在调处矛盾时，还会关注群众的生活

状态。在她看来，群众收获的幸福感越多，烦恼自然就

会越少。

　　曹俊英此前在调解一起纠纷时得知，村民王某家

生活特别困难，便主动帮助其根据政策申请低保，同时

寻求辖区党政机关的相关支持，最终不仅为其争取到

了相关困难补助，还解决了他们一家的住房问题。

　　在这次拆迁腾退调解工作中，曹俊英与其团队先

后接待村民咨询690余人，涉及180余户，调解成功110

件，政府称其“解了难题”，群众点赞“帮我们谋了福

利”。除了调解员的身份，曹俊英还是乡村法律明白人、

社情民意信息员，她觉得，调处矛盾就得一碗水端平

了，这样才能架起政府与百姓间的“连心桥”。

“复杂矛盾得靠群策群力”

　　用心调解的同时，曹俊英发现，很多复杂矛盾需要

新机制、新方法。此前，平房乡发生的一起火灾，致4名

外卖员身亡，经鉴定，起火原因是电动车蓄电池内部电

气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

　　事发后，外卖员家属先后从外地赶至北京讨个说

法。然而，涉案公司矢口否认火灾与锂电池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并声称没有证据证明起火的大电池系公司出

租给外卖员的。外卖员家属难以接受这一结论，一度情

绪失控。面对这样的复杂矛盾，曹俊英启动“1+1+N+X”

矛盾调解机制，由一名乡领导包案负责，司法所、信访

办等多部门联动，社会专业力量及律师团队发挥各自

重要作用，将人民调解、公证、法律援助等司法救济途

径与矛盾排查化解有机结合。经各方研判，认为此案应

积极引导家属选择司法路径解决。

　　在这样的思路下，曹俊英在做好家属安抚的同时，

陪同家属到公安、市场监督、法院等单位反映问题，办

理相关事项。乡领导积极对接外卖员老家所在地政府，

为家属争取相关社会救助。司法所到电瓶租赁经营点

暗访摸排相关线索，积极协调法援中心、公证处等单位

为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并免费为家属做证据保全。

　　就这样，曹俊英和各部门、各专业力量的用心付

出，换来了家属们的认同。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家

属们一致同意依法诉讼维权。事后，曹俊英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跟家属们聊聊天，家属们后来不仅从事发地红

十字会和户籍地政府得到了爱心救助款，还从法院获

得了司法救助金，并于近日拿到了胜诉的赔偿款，“看

到他们慢慢有了笑容，我总算舒了心，这背后靠的正是

合力。”曹俊英说。

　　除了“1+1+N+X”矛盾调解机制，曹俊英还在工作中

摸索出了“六专”工作法，以专业人才、专业团队为基

础，以专班评估与专题研究为工作方法，按照专人专案

专策的要求开展复杂矛盾化解工作，并在不同阶段动

态调整专业力量配比，及时梳理更新矛盾事由、基本事

实和诉求。

“家长里短离不开情理法”

　　在曹俊英看来，人民调解工作就是要做好老百姓

的减压阀，带着感情全心投入，把情理法有机融合，定

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对于那些存留已久、僵持不下的

纠纷，曹俊英都会带着团队成员事先“问诊把脉”，从情

理法中寻找突破点。

　　赵某认为20年前的拆迁方案不合理，寻求政府帮忙

解决，一时没头绪的他走进了“曹姐调解室”。曹俊英听

后对相关法规政策予以了详尽解读，但赵某心中的疙

瘩仍然还在，情绪也很急躁。曹俊英知道，此时不宜直

接调解，便以“回去等信”为由劝走了赵某。此后，曹俊

英多次主动打给赵某询问其家中近况，并主动提出去

其家里探望，赵某欣然接受了。

　　家中闲聊时，赵某说出了心里一直过不去的那道

“坎儿”。原来，2003年房屋拆迁时，赵某还是3口之家，就

当时的安置政策来说，自己并没有异议。如今，住在房

里的人口数量多了，家里就变得非常拥挤，赵某还希望

能把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儿子户口迁入北京。

　　对于这些，曹俊英指出了他的相关不合理诉求，并

细致分析国家政策，就其想给儿子落户一事提出可依

照夫妻投靠政策的解决思路。听到这里，赵某最关注的

事算是有了着落，也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无理诉求。

　　这样的“问诊把脉”，曹俊英经历了许多，“有时候不是

一次就能成功的，需要不断摸索，等找到最关键的‘症结’，

才能解开疙瘩，这个过程中情理法一个都不能少”。

　　就这样，曹俊英的名气越传越广，群众常说，“遇事

莫慌，曹姐会帮”。从事调解工作20年来，曹俊英先后受

理各类纠纷案件50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5%。与此同

时，曹俊英主动延伸调解职能，参与“12345”市民热线疑

难件处理，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曹姐，谢谢您！”是群众找到曹俊英后说过最多的

话，也是对曹俊英最大的肯定与鼓励。

 　图① 调解成功后，曹俊英(左三)和当事人合影。

　　图② 曹俊英（右）在调解室接待当事人。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徐志林

　　

　　金秋时节，安溪铁观音即将进入秋茶采摘季。9月18日，福建省泉

州市安溪县人民法院湖头法庭庭长谢坤特驱车50余公里，前往法庭辖

区祥华乡，调解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这样的长途跋涉是家常便饭。我们有时去现场勘验，有时去开庭

调解，有时去普法，为的就是要及时解决茶乡百姓遇到的法律难题。”

谢坤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前段时间，因被同村小刘欠款两万元屡次催讨未果，安溪县长卿

镇田中村89岁的刘大爷给湖头法庭拨去了求助电话。

　　“老人家不容易，这么远的路我们来走。”谢坤特当即安排法庭工

作人员驱车40余公里来到刘大爷家中，帮助其填写立案材料，10分钟

不到便完成了立案手续。

　　几天后，谢坤特带着国徽来到长卿镇田中村，用几张农家用的大

方桌、连在一起的木板凳和熠熠生辉的国徽，组成了一个简易法庭，现

场巡回审理刘大爷与小刘的民间借贷纠纷。

　　庭审现场，考虑到当事人及旁听群众较为年长、听不懂普通话的

情况，谢坤特全程使用闽南语推进庭审进程，现场梳理诉求、核对相关

证据材料，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庭审过程井然有序。

　　巡回审判，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是民心。在法庭工作期间，谢

坤特始终秉持“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针对安溪山多地广、辖区群众“跑

累诉累”，靠前服务，为当事人提供上门立案、现场调解、巡回审判、当场

送达等“家门口”诉讼服务，切实减轻群众诉累，让司法温暖直抵心头。

　　自2011年入院以来，谢坤特有8年的时间扎根在基层法庭。其间，

他先后办结各类案件2073件，用负责的态度和扎实的办案能力赢得了

辖区百姓的纷纷点赞，被评为“全省优秀法院干警”。

　　为改善村容村貌，处于法庭辖区的湖上乡拟对综合市场进行改

造。了解到部分村民对政策还存在盲区，谢坤特主动利用午休、周末等

时间，结合政策规定，对比其他地区改造后的市场新面貌及带来的预

期收益，对不理解政策的村民逐户释法说理，深入沟通交流，促使村民

达成协议保障项目顺利建成。

　　此外，谢坤特还先后成功化解涉省级幸福小镇建设系列案件，促

湖头镇仙都村37名村民与金融机构达成和解协议，靠前服务湖头镇集

安锰铁建设项目征迁工作等，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谈及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讲明白，谢坤特的回答质朴而又

坚定：“人民法庭处在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充满着人情味儿和家长

里短，群众不理解，是我们工作还做得不到位。把道理揉碎了、掰开了，

耐心细致地讲给他们听，心结自然也解开了。”

　　在法院工作的12年里，谢坤特走遍了安溪的24个乡镇，从书记员

到法官再到庭长，他凭借着实干的工作作风、坚韧的毅力品格、和煦的

为民情怀，坚守着自己的法治信仰，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实现了维护

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度的誓言。

　　图① 谢坤特深入茶乡巡回审理涉民生案件，把司法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

　　图② 谢坤特（左二）走进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普法。

泉州市安溪县人民法院供图  

曹曹俊俊英英：：善善聚聚合合力力解解疙疙瘩瘩的的人人民民调调解解员员

谢坤特：将法理掰开揉碎讲给茶农听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涂艳薇 刘立

　　

　　温向红，原任江西省女子监狱党委委

员、副监狱长、二级高级警长，现任江西省温

圳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

　　温向红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但就是这

小小的身躯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她的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

惯。”了解温向红的人，总是这样评价。

　　“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

颜色。”温向红总是说，同为监狱系统民警的

父亲从小就教导她热爱祖国热爱党，并给她

取名“向红”，寓意要把这红色基因传承

下去。

　　1990年，温向红考入江西省女子监狱，

如愿成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她从普通民警

干起，坚守在教育改造女性罪犯第一线，一

步一个脚印，一干就是33年。

　　从谈心谈话到因人施教，从隐患排查到

风险防控，从步履不停到伏案疾书……“埋

头工作，根本没有下班这个时间概念。”凭着

一股“要干就干好”的劲头，温向红成了同事

眼中“行走的监狱执法实务手册”，无论是顽

危犯的思想转化，还是罪犯间的矛盾调处，

抑或是执法文书的制作难题，总能在她这里

迎刃而解。

　　罪犯梁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进

入监狱服刑前，曾有过近20年的潜逃经历。

“我就是败给了命运，还差几个月我就过

了法律规定的追诉期，要不是倒霉被抓

了，你们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刚开始，

梁某改造态度极其嚣张，具有暴力倾向，

管教民警在分析她的犯情时，显得一筹莫

展、束手无策。

　　温向红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研判，并

针对其“破罐子破摔”的改造态度，制定了一

套“加减乘除”工作法：通过严格管理、规范

考核，增加其违纪成本，以起到震慑作用；通

过政策宣讲、谈心鼓励、介入心理咨询等方

式，帮助其释放心理压力；利用其个人特长

的“乘法效应”，激发改造热情；最后找到其

心结所在，一举击破，消除安全隐患。

　　一套“组合拳”下来，梁某的教育转化进

展情况良好。在监狱举办的“读一本好书”教

育活动中，梁某破天荒地走上讲台，结合自

己的改造感悟向罪犯们推荐了一本书———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是温监送

给我的，她让我知道，人的一生充满挫折与

坎坷，最牛的不是外表的争强好胜，而是跌

倒后能重新站起来。”

　　多年来，温向红扎根在监管一线，坚持

“一人一策”改造模式，成功挽救了一个又一

个“迷失的灵魂”。

　　2020年3月1日，江西省司法厅、省监狱管

理局在女子监狱选派30位民警，组建江西省

监狱管理局支援工作队驰援武汉。当时正值

新冠疫情暴发，前方会面临什么危险，谁心

里都没底。人群中，温向红挺身而出，挑起了

担任工作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的重任。

　　援鄂期间，温向红既当指挥员，又当战

斗员和辅导员，全程投入隔离点疫情防控和

监管安全工作。凭借丰富的监管改造工作经

验，她在进舱不久便拟定了工作队执勤流程

和监管安全工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实地嫁

接”好的经验做法，为做好特殊时期监管改

造工作提供了指南，确保了疫情防控和监管

改造“双安全”。

　　时年已近51岁的温向红，是工作队中的

“夜班专业户”。每当队员处在生理期时遇到

排班，她总是第一个顶上。前后历时39天，每

天睡眠时间不超过5小时，她从早到晚不知

疲倦地工作着，只因出征前她向省监狱管理

局党委立下了一份军令状：“圆满完成工作

任务，把30位民警平平安安地带回家。”

　　走上监狱领导岗位，特别是分管监管改

造工作后，温向红认为只有个别业务尖兵，

远远满足不了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唯有

提升民警队伍整体履职能力，才能全面提升

监管安全系数。

　　温向红深入分析监狱监管安全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牢牢抓住罪犯特点，多方收集

资料，先后牵头修订、完善罪犯计分考核、分

级处遇、档案管理等具体业务流程和标准，

并制定了《民警一日工作规范》《罪犯一日改

造规范》《罪犯计分考核物质奖励发放办法》

《危险罪犯甄别和管控工作细则》《监管安全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多个规范性文件，为

监区民警规范执法提供了工作指南，有效提

升了监区民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一次，温向红在监区巡查时，看见一名

青年女民警正在整理罪犯档案。她看了看，

说“你停一下，先看我做。”行云流水般的操

作，看呆了一旁的小姑娘，对方不禁感慨“温

监，这活儿您也会啊？”温向红笑了笑说：“这

是基本功，整理罪犯档案不仅是民警规范执

法的体现，也是改造罪犯的第一步，只有熟

悉罪犯的基本情况，才能从中找到改造灵魂

的钥匙。”

　　针对青年民警普遍存在的业务短板问

题，温向红带领业务部门制作教学课件，通

过多种形式开展业务技能实训、执法培训、

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等活动，提升民警队伍

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她说，不仅要手把

手地教，还要以身作则做示范，才能做好“传

帮带”。

　　从警33年，温向红先后获得全国司法行

政系统新冠疫情防控先进个人、江西省监狱

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多次荣

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

　　

　　图① 温向红在办公中。

　　图② 温向红（右四）代表监狱党委慰问

“三八”妇女节当天值班的基层民警、职工。

江西省温圳监狱供图  

温向红：33年坚守在罪犯教育改造第一线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实习生 刘奕轩

　　

　　几天前，一起电瓶车电池爆燃导致人员伤亡案

件的受害人家属，经过法院司法程序后，终于拿到了

上百万元的赔偿款。得知这一消息，负责该纠纷调处

工作的曹俊英才算舒了心，“案件很复杂，司法途径

维权是最优方案，远比‘闹’靠谱，好在家属们最终接

受了我们的建议”。

　　群众接受建议的背后，是曹俊英近年来针对复

杂纠纷总结出的“1+1+N+X”矛盾纠纷调解新机制及

“六专”工作法，在辖区党政主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律师等专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法治化合力

解纠的路径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

　　曹俊英，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调解委员会

“曹姐调解室”负责人，从事调解工作20余年来，先后被

评为北京市十佳调解员、北京榜样最美法律服务人等

诸多殊荣。相较于这些荣誉，曹俊英更看重的是：“群

众遇到纠纷麻烦事，愿意来找我，也能信任我。” ①① ②②

①①

②②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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