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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厅携手今日女报全媒体推出

40岁跨行当“和事佬”，做有温度的“谈判官”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陈炜

株 洲 市 荷 塘 区 茨
菇塘街道，现辖区面
积 6.7 平 方 公 里，13
个社区，常住人口 9
万多人，流动人口近
4 万人……俨然株洲
市内最大的街道。

因 辖 区 内 有 近 百
余家国有企业、私营
企业，这里曾被株洲
市人民政府评为“经
济社会发展十快乡镇
街道”；又因人口众多、
矛盾纠纷多发，这里
也一度成为株洲市区
的“矛盾聚焦点”。

随着 2005 年，时
年 40 岁 的 陈 汉 华 从
茨菇塘街道城管办调
至司法所扮起“和事
佬”角色，在他的“温
暖调解”下，民情随
之好转——他年均主
持 调 解 矛 盾 纠 纷 20
余次，调解成功率达
98%，实现人民调解
协议履行率达 100%；
接 待 上 门 咨 询 的 群
众， 每 年 多 达 1000
余人 ( 次 )。

过 去 的 14 年 里，
陈汉华熬过了“光杆
司令”的艰难，如今，

“手下有兵”的他将
成 立 于 1989 年 的 茨
菇塘司法所打造成了
湖南省各级司法所的
典范——2015 年，荣
获“湖南省模范司法
所 ”；2017 年， 荣 获
省“三调联动解纠纷、
防控风险促发展”专
项调解活动先进集体；
2018 年，获“湖南省
司法所工作表现突出
单位”……

扫 一 扫， 参 加
网友讨论。

专访株洲市荷塘区司法局茨菇塘司法所所长陈汉华

40 岁跨行，
从零开始学当“和事佬”

2005 年，从茨菇塘街道城管办调至

司法所，职务、工作上的“大跨度”变化，

对于当时已入不惑之年的陈汉华来说，并

未感到不适，“都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以司法助理员身份近乎“从头开始”，

陈汉华没有丝毫懈怠——为让群众少跑

腿，各社区的街巷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为早日进入“角色”，他每次跟着所长调

处纠纷都坚持做笔录，夜间反复琢磨；

闲暇之余，他也不忘“充电”——每逢周

末都“泡”在当地图书馆里。

就在不断“充电”时，他迎来了“上考场”

的一天。入职快两个月时，陈汉华接手了

调解生涯的第一起纠纷案。

“现在来看，那案子很简单，就是邻居

之间的小矛盾导致扯皮。”不过，对于那

时的陈汉华来说，他直言“有点懵”。

当时，陈汉华接到群众打来的电话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事发地——六零一社区，

远远就听到接连传来的斥骂声。

原来，业主张大爷平时外出时总会将

房门“啪”的一声重重甩紧，加之张大爷

往常习惯大声说话，这让一墙之隔的邻居

刘大爷感到不悦。刘大爷上门说理时，不

但吃了“闭门羹”，还受了一肚子气，“他

说‘我家的门我随便甩，口长在我嘴里，

我想怎么喊不随我？’”。

刘大爷顿时来了火，而张大爷也是个

犟脾气，于是两人很快就骂开了，还不时

相互推搡。

陈汉华迅速拉开两人。为避免矛盾恶

化，他没犹豫太久，与两位老人进行“背

靠背”单独约谈——一边，他劝说张大

爷要考虑自己的言行是否会对旁人造成

困扰，并换位思考他人的感受；另一边，

他与刘大爷商量，双方都是邻居，要从人

情角度去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不要把

关系搞僵。最终，陈汉华耗费三小时调

处了这起邻里纠纷。

经此“大考”，陈汉华感触颇深，“调

解工作关键在于处理涉事双方的人际关

系，重在耐心倾听、诚心交流中从当事人

的言语行为细节里了解其想法和诉求，最

后，通过引用相关法律条例，晓之以情、

动之以理，解决问题。这样，才是一名

称职的有温度的‘谈判官’。”

在陈汉华办公室里，一块

由司法部颁发的“全国模范司

法所长”荣誉牌匾被挂在显眼

位置。无疑，这是对他坚守司

法战线多年的最佳认可。可即

便从 2012 年升任为茨菇塘司

法所所长，经验老到的陈汉华

也有遇到棘手纠纷的时候。

2018 年 1月25日上午，刚

调处完一起纠纷的陈汉华还没

来得及将杯中水喝完，办公室

里又闯入了一位情绪激动的老

人：“我儿子要抢我的钱！他有

没有权利这么做？”

来人是家住上月塘社区的

居民张美（化名）。

“张美说她父亲生前给她留

下了一套 53 平方米的老房子，

平时用来出租，2016 年拆迁时，

这套房子能获得 56.78万元补

偿。”可张美的儿子杨明（化名）

“要拿走一半的钱”。

故事听到这里，陈汉华有

些疑惑了——作为家中的独生

女，在母亲去世后，张美的父

亲留下的这套老房子，她理应

享有第一继承权。相反，杨明

则无权继承外公的遗产。那么，

杨明为何还会明目张胆地“抢

钱”呢？更让陈汉华费解的是，

这样“一目了然”的案子，为何

成了张美口中“拖了两年仍未

有结果”的“疑难杂案”？

于是，陈汉华决定约谈杨

明。结果，两人细细交流下来，

发现事有蹊跷。

原来，杨明的外公生前曾

留下遗书并公证，将老房子归

其女儿张美和外孙杨明共同所

有。之后，在老房子出租期间，

张美拒绝与杨明分租金，导致

母子俩闹上了法庭。法院根据

遗嘱和公证书，判决杨明合法

拥有老房子的一半产权。

那张美为何仍拒绝给亲生

儿子杨明分配此前的租金和之

后的拆迁补偿

款呢？她给出

的理由是“儿子

不孝顺！”

聊到这里，

陈汉华只得再

次找到了杨明。

“ 杨 明 说，

自己并非不孝

子。早些年外

公去世时获得的丧葬费，母亲

（指张美）没给他一分钱，甚至，

他朋友送来的人情费也被母亲

照单全收。之后，每每逢年过

节，他都上门看望母亲，但因

打官司争老房的产权，败诉的

母亲总是关门不见、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至此，事情的原委在陈汉

华抽丝剥茧的调查中渐渐清晰

起来。但要结束这场长达两年

的“母子闹剧”，他着实花了不

少心思。

2018 年 2 月 2 日，在陈汉

华的安排下，母子俩时隔十余

年后再次见面，但一边是神情

愤慨的张美，一边是把头偏向

一旁，眼神望地的杨明。

见母子俩都斗着性子不说

话，陈汉华有意提醒：“杨明，

坐你对面的这位老人是谁咯？”

“我妈妈！”“那你是不是该叫

一声？”“……妈……妈。”

听到杨明支支吾吾地低声

叫唤，方才还一脸紧绷的张美

顿时松缓下来，沉默数秒后，

她长舒一口气，缓缓回应道：“你

要是早认我这个妈，我怎么会

这样对你咯！”

眼看气氛缓和，扮演“和

事佬”的陈汉华继续出招。

“杨明，这茶我泡好了，还

不叫你妈妈过来一起喝？另外，

拆迁补偿款的事，你表个态

吧。”说完，陈汉华拉了拉杨明

的衣角，低声提醒：“跟妈妈千

万不要说‘绝对要多少多少钱，

一分都不得少’的话。你也是

有子女的人，将来等你老了，

如果你子女也这么对你，跟你

闹僵，你怎么想？”最终，杨

明分得 24万元拆迁补偿款。

“你跟你妈妈‘冷战’了这

么多年，一直都没抱过你妈妈，

你是不是要表示一下？”调解

协议签订完后，在陈汉华的善

意提醒下，这对母子缓缓靠近，

两人的双臂最终紧紧抱在了一

起，泪水湿润了两人的眼眶。

其实，这只是陈汉华调解

各类纠纷的一个缩影——在过

去的 14 年里，他年均主持调

解矛盾纠纷 20 余次，调解成

功率达 98%，实现人民调解协

议履行率达 100%。至于接待

上门咨询的群众，每年更是多

达 1000 余人 ( 次 )。如今，随

着4 名司法助理员的陆续加入，

茨菇塘司法所收获了一连串沉

甸甸的荣誉——2015 年，获“湖

南省模范司法所”称号；2017

年，获湖南省“三调联动解纠

纷、防控风险促发展”专项调

解活动先进集体称号；2018 年，

获“湖南省司法所工作表现突

出单位”称号……

聊及调解工作，54岁的陈汉

华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坦言：

“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只有对

街道社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做

到早发现、早解决，将一些可

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倾向性、苗

头性问题全部化解在萌芽状态，

才能更好地坚守住人民调解工

作的‘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陈汉华带队的茨菇

塘司法所为构建组织网络，加固

调解阵地，专门在街道办事处

成立了以办事处书记为主要负责

人，社区书记及专干为成员的矛

盾纠纷排查网络，形成各类社会

矛盾纠纷统一受理、分流、调处、

督办、报结的调处机制，使组

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级抓

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确保了

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司

法所还在每个社区居委会设立了

矛盾纠纷调解室，明确一名分管

调解工作的专干负责并与街道司

法所协调配合，形成上下贯通、

左右衔接、配合联动的基层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茨菇塘司法

所还健全了矛盾纠纷月排查分析

例会制。

“像我们司法所，每月会定

期召开分析例会，听取各社区前

一个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情

况报告，排查出可能出现的各种

不稳定因素，分析新情况、新特

点、新动向。”陈汉华透露，目

前，司法所还建立了责任追究制

度，并将信访工作、人民调解工

作纳入年终考核和干部政绩考

核内容，奖优罚劣。

“温暖”调解，“冷战”十余年母子再续亲情

【亮点追踪】

构建调解组织网络  坚守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

陈汉华

陈汉华在办公室接待上门咨询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