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言观色，������������������
每周三，陈敏都会早早地来婚

姻登记处，坐在调解室里，她的眼

睛一刻也不能闲着。

“来到离婚登记处的人大多不愿

意接受调解，如何确定夫妻需要调

解？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眼力劲了。”

7月15日，陈敏告诉记者，调解员

要察言观色，从而判断两人是否需

要调解。如果夫妻俩吵着架来，说

明双方在婚姻关系中还有表达的需

求，有情绪表达的这类人，往往是

重点调解对象�如果���方有��如果���方有�如果���方有�

恋情绪，眼眶泛红，陈敏就会对男

方说“您的爱人对于你们解除婚姻

关系的决定似乎还有话想说，既然

来到七楼，不妨再给对方说��话说��话��话

的时间”，这种情况下，双方一般会

愿意接受调解���，如果男�双方���，如果男�双方��，如果男�双方

一前一后过来的，有一方办手续老

是 慢 一 拍，

从节奏里看

出有被动情

绪，这种也

是调解对象。调解对象。

“ 跟 其

他来离婚的

人不同，这

小两口很亲

热，挽着手

臂来的，如

果不是看到

他们的结婚

证，我还以

为是他们搞

错时间了。”陈敏向记者回忆起了

2016 年的一次调解经历。

陈敏当时想，这两人要么是因

为�实原因“假离婚”，要么就是�

有隐情。她走上前去表明身份，对

两人说：“你们确定要离婚吗？或许，

你们可以和我聊一聊。”

当事人就这样和陈敏说起了他

们的故事。

男当事人是一名私企老板，结

婚前有一段恋情，并未婚生了一个

孩子。和�当事人结婚后，夫妻两

人一直异地分居，而且男当事人的

前�友总是来纠缠。�当事人很难

受，但两人感情又十分甜蜜。于是，

两人决定，暂时离婚，给男方半年

时间去处理好与前�友的关系。他

们两人都相信，红本本变成绿本本

后，感情和关系都可以不变。

陈敏告知�当事人，只要离婚

事实�生，两人感情难免会有创伤，

谁也无法保证男方半年之内能否�能否��

事情处理清楚。陈敏建议�当事人

真实表达自己需求，让男方知道他

被需要。同时，陈敏告诉男当事人，

他的行为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

他应该通过调解或走法律程序给前

�友一个交代。最终，两人悬崖勒马，

挽着手回家了。

加强预防，开启预约模式
陈敏不会打牌，不会跳广场舞，

爱好做公益。她每年都固定去乡村

支教，还经常帮扶贫困儿童和孤寡

老人。2013 年，陈敏考取了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并在 2014 年

加入“红心林”，成为了“婚姻缓冲区”

的一名志愿者，并快速成长为婚姻

调解“��”���责人。��”���责人。”���责人。

5 年来，并不是所有来离婚的

当事人，陈敏都会去劝解。

陈敏告诉记者，她心中有默认

的三条原则：“吸毒不介入、婚�情

不介入、双方平静分手不介入。”

在她看来，婚姻中出�这三种

情况，如果双方愿意离婚，她也��

得�有�要去挽回了，因为挽回来后�有�要去挽回了，因为挽回来后

对双方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情。“不管

离与不离，我们都尊重当事人的选

择。我们的存在意义在于通过调解

辅导，帮助当事人从婚姻的�面情绪

中走出来，杜绝婚姻矛盾引�恶性

事件的�生，帮助当事人重新解读

婚姻角色，能在后续的感情和婚姻

生活中得到成长。”陈敏说。

而在多年的婚姻调解实�中，的婚姻调解实�中，婚姻调解实�中，

陈敏深刻体会到专业指导婚姻经营

和婚姻矛盾预防的重要性：“我相

信，所有夫妻在来到七楼办离婚手

续之前，都经过很长时间努力和挣

扎，所以，我一直在探索调解新模式，

争取让小俩口在来七楼之前就解决

好婚姻的矛盾。”

慢慢地，陈敏的调解模式由最

初每周三在大祥区婚登处单一的“婚

姻急诊”�展为了“场内 + 场�、

线上+ 线下”的服务框架。

2018 年，陈敏携手邵阳市大祥

区妇联启动三级婚调平台，平台覆

盖全区14 个乡镇，以“1+1+X”（1名“��

�”联点志愿者+1 名妇联�任 +”联点志愿者+1 名妇联�任 +

若干社区婚调员）的形式，开展基

层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志愿��”志愿”志愿

者走入社区乡镇基层，为有矛盾调

解需求的家庭提供预约服务，让群

众�动寻求帮助，而不是等婚姻关

系走到绝境才来被动接受调解。

同时，陈敏组建了“��”婚��”婚”婚

姻讲师团队，定期进机关社区，开

展和谐婚恋文化宣讲，并建立“��

�”线上公益咨询的 �� 群和�信”线上公益咨询的 �� 群和�信

群，大家随时可以在线咨询。

为了保护隐私，陈敏还专门划

分了一间办公室，用来为有需求的

�性预约长期的、一对一的专业婚

姻情感咨询服务，帮助她们提升婚

姻沟通和经营能力，预防婚姻触礁。

5 年来，陈敏团队提供的志愿

服务涵盖 7000人次，已经帮助 500

多对夫妻破�重�。

公益
扫一扫，加入今日女报公益 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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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白血病患者谭

龙标的姨妈在跟记者的沟通过

程中，哭了足足一上午。

6月30日，谭龙标的母亲

谭艳平曾给记者�来�信：“崽

崽就是我的命，如果孩子�了，

我也许不会活下去了……”

今年3月18日，谭艳平刚

刚过完14 岁生日的儿子谭龙标

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前正在长沙湘雅医院血液科进

行第三次大化疗，等待骨髓移

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7月

11日，今日�报头条号率先报

道后，仅一天就引起了30 多万

网友的关注。很多网友�言“祝

孩子早日康复”。

家住湘潭县石潭镇杨田村

的谭龙标在当地的白托中学上

初三，3月份的一次体育课上

突感四肢无力，腰背疼痛跑不

动。谭艳平带儿子到医院检查

后，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随即在医生的建议下，

谭龙标转院到了湘雅医院。

经过一系列会诊，医生建

5 年，她们帮 500 多对夫妻破镜重圆
7 月 17 日，周三，

陈敏如往常一般，早
早来到和邵阳市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同在七
楼的“婚姻缓冲区”
等候，她看到一对三
十岁左右的夫妻前后
走进大厅，丈夫神色
凝重、妻子眼含泪光。
陈敏将胸前的“红心
林”工作牌摆正后，
走上前轻声询问：“请
问，两位真的确定要
离婚吗？是否还需要
聊一聊……”

现 年 45 岁 的 陈
敏是邵阳市红心林志
愿者联合会的“镜圆”
项 目 负 责 人。2014
年，加入“红心林”后，
拥有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证的陈敏就成了
一名义务婚姻调解志
愿者。5 年来，她和
团队核心成员 16 人，
守 候 在 婚 姻 的 迷 途
上，已经帮助 500 多
对夫妻破镜重圆。

陈敏（左一）正在和同伴一起调解。

文：今日女报 / ������ ��今日女报 / ������ ��
供图：受访者

谭龙标在���在���
药水单，治�费
用让他一家不堪
重负。。

14 岁三好学生突患白血病，姨妈舅舅来配型 文、图：今日女报 / ��记者  吴小兵

议马上进行骨髓移植，如果不移植

随时都会危及生命。谭艳平和丈夫

谭宗良联系了孩子姨妈和舅舅，一

家人赶紧到长沙与孩子进行骨髓配

型，�前结果还�有出来。

据了解，谭龙标进行过三次大过三次大三次大

化疗，到了最佳的骨髓移植时间，

如果配型不成功，后续治疗将会��

常�手。�手。

2005 年 3月14日，谭宗良、谭

艳平夫妻俩在结婚9年后迎来了他们

的孩子，取名为谭龙标。尽管生活艰

难，三口之家也算过得幸福。谭艳平

的妹妹�有自己的孩子，弟弟也一直

�结婚，谭龙标是整个大家庭的独

苗，也是所有的希望，姨妈和舅舅更

是对谭龙标视如已出，疼爱有加。

早在谭龙标上小学时，谭艳平

就��儿子比同龄孩子矮一大截，

经检查才知道，儿子��生长�检查才知道，儿子��生长�

素。为了能让他长个子，谭艳平夫子，谭艳平夫，谭艳平夫

妇和儿子的姨妈、舅舅一起��了妈、舅舅一起��了、舅舅一起��了

近 30 万元为谭龙标买药和打生长

�素。谭艳平夫妇的全���都的全���都全���都都

�光了。。

一直以来，谭龙标的学习成�成�

都在�上名列前�，家里�上�了在�上名列前�，家里�上�了名列前�，家里�上�了

很多奖状。原本以为孩子个子矮点

也�关系，只要健康平安就好，但

孩子这次重病击碎了一家人的梦。

谭艳平回忆：“去年在学校寄宿

时，谭龙标就出�过骨头痛的症状，

当时都痛得哭了，但他不敢跟我们

讲，他知道家里难，怕我们担心，

怕去医院�钱。”

如今，虽然每次治疗过程都是

钻心的疼痛，但谭龙标为了不让妈

妈和姨妈难过，通常都咬紧牙关忍

过去。

已年过半百的谭宗良一直在广

东工地打零工，年收入约三万元，元，，

母亲谭艳平这些年一直在家照顾谭

龙标，�有收入。谭龙标这次化疗收入。谭龙标这次化疗。谭龙标这次化疗

结束以后，如果家族亲人任何成员

配型成功并凑够了手术�用，他就

能在 8月份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了。

最让谭艳平犯愁的，是接下来

谭龙标的治疗�用。这次住院，孩

子的治疗�用已经�光了借来的 16

万，如果骨髓配型成功，第一次进

仓手术至�就要50万元。这让一家

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谭龙标生病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得到了老师和同得到了老师和同

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他们都来自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他们都来自的关心和帮助，可他们都来自来自

农村，师生们�千块的爱心捐款仍

是杯水车薪。

谭艳平说谭龙标特别懂事，他

经常说：“等妈妈和姨妈老了，我�，我�我�

你们。”每听到孩子说这样窝心的话，

谭艳平心里都不是滋味，背地里偷

偷地哭。

谭艳平表示：“不管多难多辛苦，

我也要救我的孩子！”

在病�上刚打完化疗药水的谭病�上刚打完化疗药水的谭

龙标对着记者的�头来了一个笑脸，

他说：“叔叔，其实我很乐观，只是

有时治疗特别疼。我已经很久�去

学校了，特别想上化学课，我所有

的课�化学最好，我最喜欢听化学

老师讲课。”这次生病之后，他说以

后一定要去创业，要让父母过上好

生活，他们太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