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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白坤先 俞冲

　　

　　不久前，一个从退伍军人到司法雇员再到

“金牌调解员”的故事传遍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主人公阿国因为“跨界”，意外“出圈”。

　　网友点赞：“身边的榜样。”

　　法官点赞：“阿国同志是把调解工作融入

了基层，做进了村居，实现了法院工作的向前

延伸。”

　　司法所、综治办的人、村调解主任这样点

赞：“全能阿国”“阿国真的很棒！”

　　谁是阿国？阿国是谁？

　　阿国，全名曾先国，大专毕业后选择从军，

2010年退伍后，成为一名驾驶员。现在，他又一次

完成跨领域的身份转换，通过资格考试被长兴

县人民法院录用为司法雇员，在城北人民法庭

负责庭前调解，目前报名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

法学本科专业的学习。

　　褪去戎装，从默默无闻的驾驶员到司法雇

员，再到“金牌调解员”，阿国在基层矛盾化解中

找到了发光发热的“新阵地”，继续书写着“退伍

不褪色，初心不改解民忧”的军人信仰。

“要做一个懂法律的驾驶员”

　　刚开始，阿国每天载着法官看现场、送文

书。他熟知了各处乡间小道，见证了一桩桩纠纷

的化解，“要懂法律”的种子也在路上生根发芽。

　　跟着法官出任务，百姓看到开警车、穿工作

服的阿国，总会上前问些法律问题，但那时他只

能尴尬地摆摆手，“答不上来，也不能不懂装

懂。”阿国内心是有挫败感的，“我当时就在心

里对自己说，在法院做驾驶员，就要做懂法律

的驾驶员。”

　　在基层，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群众和各类

矛盾纠纷，也让阿国有了更多学习知识、接触法

律业务的机会。他开始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记

到哪儿。

　　起初，是在车上或办公室里翻阅法条、查看

案例。后来工作调整到城北人民法庭，副庭长尤

丰发现阿国学习热忱，便有意识引导培育他，让

他跟着老法官观摩学习。

　　如同一块海绵，阿国在日复一日的法庭工

作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法理知识，从身边法官一

场场实战中学习调解技巧。

“当兵的人不怕苦”

　　发车出任务，停车学法律，下车看调解。有

人调侃他，“这年头驾驶员也要这么卷？”

　　阿国一板一眼认真答道：“虽然退伍了，还是

希望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看法官调解，为群众

排忧解难，感觉很有意义。尽管我学历不高，也没

法律专业基础，但我想学，当兵的人不怕苦。”

　　20年前，阿国应征入伍，从新兵营被分配到

中队担任炊事员。一次部队比武大赛，他抱着

“凭什么别人行，我不行”的想法找到参谋长并

自荐参加比武，最终在全省比武中名列前茅，被

支队择优转为士官。

　　坚韧，是部队教给阿国的宝贵一课，也正是

这种军人底色，促使他不断突破自我。

　　庭里的老法官徐荣方事无巨细地将自身所

学传授给阿国，阿国打下扎实基础后，徐荣方又

鼓励他尝试参与调解。阿国便跟着法官一起调

解，从了解案情到和当事人沟通，遇到不懂的问

题就向师傅求助。

　　凭着一股子韧劲，2022年，阿国被辖区聘任

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后来，他又通过资格考试，

被长兴法院录用为司法雇员，在城北人民法庭

负责庭前调解。

“和当事人坐在一条板凳上”

　　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因原被告双方对

金额的意见相差较大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情绪

不断激化。阿国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抚当事

人情绪，两次前往房屋现场调查取证，详细了解

案情来龙去脉。

　　到了村里，他还联系村书记，走访周边村民

了解更多细节。现场调查中，阿国得知被告因患

癌症，履行能力确有困难，在和双方当事人反复

沟通后，最终成功调解这起案件。

　　“调解好，不用开庭等判决，钱也拿到了。”

原告对结果感到满意，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被告

事后向他送来了锦旗。

　　“群众眼明心亮，调解工作是敷衍了事走个

过场，还是真正想解决问题化解纷争，当事人一

看就知道。”当被问起自己的调解功法时，阿国

说，就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定分止争也没有多

么复杂的“招式”，惟真心实意，“多去几次现场，

真正耐心倾听，他们感受到你和他们坐在一条

板凳上，才能把‘气话’‘狠话’变‘真心话’，有了

信任，纠纷就撕开了口子。”

　　招式虽不复杂，但想练成是难上加难。“那

股不服输、不怕输的劲，一直影响着他。虽然案

子调不成还能交给法官开庭，但阿国对每起案

件都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或许是他自带的一身

正气和军人信仰，让当事人对他多了份信任。”

尤丰如此评价。

　　2022年以来，阿国先后参与260多起案件调

解，调解撤诉达200余件，让一段又一段受损关

系得到和解。

“希望自己能更加做足调解”

　　在基层法庭，家事纠纷是最普遍的案件类

型，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又大多涉及青少年。但

阿国总能不厌其烦。

　　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男孩母亲起诉，父亲

已有两年未支付抚养费。进一步了解案情后，阿

国发现，父亲停止支付抚养费的原因是母亲阻

碍父子见面。他意识到，这是一起因探视权产生

的抚养费纠纷，既要在法律框架下调处矛盾，也

要在情理范围内解开心结。

　　“这个心结因情而起，还需用情来解。”阿国

反复做了男孩母亲的工作，在一个周五下午，带

着男孩父亲上门探视两年未见的孩子。

　　内向的男孩脱口而出“爸爸，我想你了”，父

亲再也难掩泪水，同为人父的阿国也红了眼眶。

临走时，阿国从笔记本上撕下一角，“孩子，这

是叔叔的手机号码，你有什么事都可以给我打

电话。”

　　不久后的一天，阿国还真接到了孩子电话。

电话里，孩子支吾一会，终于说出心事，父亲节

快到了，想给父亲挑个礼物，但又怕引起母亲反

感，希望“法院叔叔”能陪他一起去。

　　父亲节那天，阿国陪着孩子把礼物送到父

亲手上。如今，父亲再也没拖欠抚养费，母亲也

不再强行阻挠父子的相处。

　　阿国内心感慨万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调解的意义。在感情世界里，法律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拿不出标准答案。面对家事纠纷，尤其

是涉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我希望自己能更加

做足调解这个良心活，努力让破损的亲情得以

修复。”

　　现在，阿国还是法庭“浙里春风·北境守护”

未成年保护工作品牌的青少年维权岗工作人

员，“我是一名青春期少年的父亲，比较会跟孩

子相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积极参与辖区内学校开展的普法宣教活

动，定期与当事人沟通回访，邀请当事人及孩

子到庭参加亲子活动等，阿国和一批孩子建

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成了孩子们口中的

“阿国叔叔”。

  图① 工作间歇抓紧学习。

       图② 曾先国为青少年开展普法

宣传教育。

  图③ 曾先国(左一)与法官回

访 一 起 抚 养 权 纠 纷 案 件 当

事人。

长兴县人民法院供图

曾先国：“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调解的意义”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9时20分，由和田发往乌鲁木齐的7558次列车从和

田站驶出，车厢巡视、治安防范、消防检查、安全宣传、

服务旅客……迪里亚尔·皮尔东开启了日常值乘工

作，他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乘警支队

乘务一大队的民警，负责7558次的乘务工作已有7年，

每月他有一多半的时间“住”在列车上。

　　“颜色相同、款式相近的背包不要放置在一起，吸

烟需要到列车过道处，接开水、上卫生间时贵重物品

要随身携带……”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边高声提醒大

家做好安全防护，开展消防安全、防盗知识、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知识宣传，一边帮助体弱的旅客放好行李。

18节车厢，从车尾巡查到车头，要花费两个多小时，迪

里亚尔·皮尔东已经习以为常。

　　“巴郎，巴郎！上次太谢谢你了！”当迪里亚尔·皮

尔东走到7号车厢处时，一名维吾尔族阿姨激动地上

前握住他的手，不停道谢。“上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要

不然……”话还未说完，眼泪已经打湿了面庞。

　　今年5月这位阿姨带着患癌症的儿子乘坐7558次

列车去乌鲁木齐化疗，列车从焉耆站发车后，她突然

发现自己的黑色背包不翼而飞。包里装着孩子患病5

年来的所有病历，一旦弄丢，到医院后很难第一时间

让医生了解病情并给出最佳治疗方案。精神接近崩溃

的她立刻找到乘警求助。了解详细情况后，迪里亚尔·

皮尔东判断应该是被哪位下车的旅客错拿了，他迅速

寻求综合指挥室的帮助。线上线下协调联动，走访附

近旅客、调取车厢监控、排查乘降人员、电话沟通问

询，查询监控影像，排查120余名上下车乘客，经过两

个半小时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在库尔勒站匆忙下车错

拿背包的小伙子，并协调随后从库尔勒站发车的城际

列车乘警将背包带到了乌鲁木齐站。

　　为了不耽误母子俩就医，7558次列车于当天18时

05分到达乌鲁木齐站后，迪里亚尔·皮尔东让阿姨先

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自己留在站内等待背包的到

来。20时48分，城际列车刚刚停稳，早早等在站台上的

迪里亚尔·皮尔东跑上前接过背包又赶去医院。21时

35分，满头大汗的迪里亚尔·皮尔东在医院走廊里将

手中的包交给了阿姨。

　　没想到这次竟然又碰面了。“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阿姨，有啥需要帮助的及时告诉我就行。”询问了孩子

的病情，安抚了阿姨的情绪后，迪里亚尔·皮尔东继续

巡视车厢。

　　当7558次列车缓缓驶入皮山站时，迪里亚尔·皮

尔东一边通过对讲机通报列车情况，一边下车向候车

室跑去。“吐迪麦麦提大哥昨晚就告诉我他们这次带

的货物比较多，我要帮他们搬一下。”每次沿途农户上

车时，迪里亚尔·皮尔东总要主动帮群众搬运货物。

　　为了帮助沿线居民增收致富，自2020年起，7558次

列车会根据农时、客流等情况，在车厢里定期组织“流

动巴扎（集市）”。在“流动巴扎”上，会有村民演奏麦西

来甫乐曲，沿线群众会在车上售卖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和制作的手工艺品。按照惯例，这一天也是列车上的

“巴扎日”。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迪里亚尔·皮尔东经常在

列车上的商品贸易中担任“翻译”的角色，久而久之便

成了这趟列车上的“金牌导购”。

　　“7558/7557次列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一的一

对‘公益小慢车’，我们在确保列车治安秩序良好的同

时，还能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户增加家

庭收入。”乘警支队乘务一大队队长任龙向《法治日

报》记者介绍。

　　“列车巴扎，现在开始！”一切就绪后，列车长坡拉

提汗宣布活动正式开始。手持各类乐器的村民们演奏

起乐曲，而沿线上车的农户们则纷纷摆出装在礼盒里

的馕饼、成箱的石榴、无花果罐头、毛毯、手链等产品

吆喝叫卖了起来。

　　“哇！快看，这个毛毯好美！”旅客们被手工艺品吸

引，惊叹连连，纷纷起身询价。“列车即将到站，请大家

带好随身物品。”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边提醒一边指着

商品介绍：“这件马甲的材质是驼绒的，手工缝制需要

两天时间。”

　　“迪里亚尔，帮我给那边的旅客尝一下。”接过来

自皮山的“石榴大叔”吐迪麦麦提装满石榴的竹筐，迪

里亚尔·皮尔东又变成“石榴哥”热情地招呼着旅客。

“这是新疆皮亚曼石榴，味道好得很，可以随便尝，欢

迎购买！”在列车广播指引下慕名而来的旅客络绎不

绝，购销两旺，叫卖声、询价声、吆喝声与乐声、笑声连

成一片。

　　自开行以来，铁轨上的“流动巴扎”帮助南疆居民

售出上百万元的各类产品。今年以来，在“流动巴扎”

售卖自家产品的农户的销售额持续攀高，热度蹭

蹭涨。

　　“公益小慢车”一路穿越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忙活完手头的工作，迪里亚尔·皮尔东总会和车

厢里背着行囊的老汉、返乡的小伙唠上几句家常，一

来二去相互间走得近了，迪里亚尔的安全提醒、防电

诈提示更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近两年里，迪里亚尔·皮尔东累计抓获网上在逃

人员4名、受理报警求助330余起，开展为民服务好人

好事400余件，找回旅客遗失贵重物品90余件，总价值

达44万余元。

　　秋分时节，沿途胡杨林渐黄，站在列车车窗眺望，

这块土地生机勃勃。

　　迪里亚尔说：“之前窗外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

现在建起了很多新房，我在火车上这些年亲眼看到了

南疆的发展变化。”

　　第二天18时09分，列车安全停靠在乌鲁木齐站，

结束了一路向北的旅程，迪里亚尔·皮尔东将继续守

护7558次列车一路向南，驶回和田站，温暖旅途的故

事，仍在续写。

迪里亚尔·皮尔东：
“公益小慢车”上守护平安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吴庆伟

　　

　　审阅案件事实是否清晰、证据链条是否完

整、法律适用是否准确……这是王强的工作日

常。1999年参加公安工作的王强，今年44岁，是

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法制监管支队的一

名民警。

　　“善学习，肯钻研，能吃苦”是同事们对王强

的评价。

　　王强深知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是做

好一名法制民警的基本要求，他充分利用工作

之余刻苦学习，于2019年通过了高级执法资格

考试。虽然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但王强还是将

法律书籍和文件资料摆在办公桌旁，将数百份

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储存在办公电脑里。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王强

说，法制民警不仅要把常用的法律条文印刻在

自己脑海里，还要不断丰富执法办案的“工具

箱”，才能更好地指导基层民警执法办案。

　　7月18日，G1261次列车从唐山站发车后，一

名男子在车厢卫生间内吸烟，引发烟雾报警造

成列车降速，该男子被天津铁路公安处民警依

法处置。完成手头工作的王强，一头扎进办案

区，与办案民警张苍剑一起开展案件办理，经过

对已取得的证据材料进行梳理，指导其完善证

据链条，协助派出所对接上级职能部门呈报处

罚，不到3小时便办结了该起案件。

　　“大家遇到棘手的执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

求教王强，他就像‘行走的法律词典’，为我们理

出最专业、最具体的思路，帮我们解决执法难

题。”张苍剑说。

　　爱较真、敢碰硬是王强的另一面。

　　法制监管支队是案件产品出厂的关键一

关，法制民警只有做一名合格的“质检员”，用工

匠精神对各部门办理的案件严格审核，做到“鸡

蛋里挑骨头”，才能筑牢规范执法的坚实防线。

　　“案件审核就是帮助基层单位及时发现问

题，如果碍于情面不去及时指出，就会造成执法

行为不规范，为后续工作造成被动，甚至酿成严

重后果。”王强认为，对案件审核、疑难问题会

商，要多一些缜密思考、多一些督促引导、多一

些耐心指导，才能让一线民警执法办案更规范、

更严谨，从源头上降低执法风险。

　　2023年7月，在审核一起盗窃手机案件时，

因被害人报案后已乘车出行，先期材料对于提

取到的赃物和被盗手机的同一性没有直接证据

证实。办案民警认为“小题大做”，王强从程序、

证据、定性、适用法律进行解释，最终说服办案

民警补充相关证据。

　　在王强的指导协助下，办案民警联系失主，

从手机的细微特征进行核对，并录制视频将同

一性特征进行确认，最终确定为失主被盗的手

机，确保了证据的严谨性。

　　“让每个执法行为都在规范中运行，把每一

起案件都办成铁案。”这是王强始终坚守如一的

工作原则。审核案件时，他总是反复翻阅案卷，

仔细斟酌案件细节，及时和办案民警沟通，真正

做到案不漏人、人不遗案、执法公正，质量高效。

　　天津铁路公安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王强参与审核各类案件113起，无一

纰漏。

　　王强不仅是案件办理的“守门员”，还是警

营里的“多面手”。每逢重大节日，他都会结合出

行安全自编一段快板，跟随单位的宣传小分队

登车下站，向广大旅客开展安全宣传。今年暑

运，针对中小学生和沿线村民，王强自编爱路护

路快板，在集市上摆摊设点，通过打快板的形式

向赶集的村民进行宣传，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收获了安全知识。

　　

　　图① 王强（右）和同事开展案卷审核工作。

　　图② 王强（左一）在大集上打快板开展普

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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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迪里亚尔在7558次“公益小慢车”上开展禁

毒宣传。

  图② 迪里亚尔展示农户售卖的驼绒产品。

  图③ 迪里亚尔向年长旅客进行防范电信诈骗及

安全乘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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