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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年过六旬的李

德福被鉴定为七级伤残，原本就困难的家

庭顿时陷入新的窘境。可是，让李德福一

家没有想到的是，事故之后的索赔之路走

得颇为艰辛。长达13年的时间里，赔偿

款迟迟无法到位，双方当事人间的矛盾也

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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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调解员有话说

（本文
所涉当事人
除调解员外
均为化名。）

13年前一场交通事故
六旬老汉成七级伤残

2004年10月26日，对于东阳

市横店镇的李德福一家来说，无疑

是不幸的开始。

这天，65岁的李德福骑着摩托

车出门办事，结果在途经东阳市横

店工业大道与沿江路的岔口时，与

迎面而来的一辆中型货车发生碰

撞。交通事故致使李德福脑部和腿

部受伤严重，后经鉴定为七级伤残。

事后，交警部门赶到现场勘查，

认定货车司机刘强负事故的主要责

任，而李德福的摩托车属无牌上路，

在这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

2005年8月，待李德福伤情稳

定后，在当地交警部门的主持下，双

方就相关赔偿事宜进行了一次调

解。因为事故责任明确，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调解进展还算顺利。最

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同意按照

“三七开”承担赔偿责任，约定刘强

于2005年 10月 20日前赔偿李德

福各项经济损失17余万元。

协议签订后，刘强坦言自己经

济能力有限，将会分期支付这笔赔

偿款。于是，第一笔赔偿款支付后，

刘强尚欠5.8万元未支付。原本以

为，刘强是守信用的，这笔欠款应该

很快就能到位，却没想到这一拖就

是一年。

2006年 11月，在多次追讨赔

偿款无果的情况下，李德福一家无

奈之下将刘强诉至法院。后经东阳

市人民法院判决，刘强须继续履行调

解协议，并按期偿还剩余的赔偿款。

法院的一纸判决书让李德福一

家松了口气。然而，现实情况并不

乐观。刘强以没有能力支付赔偿款

为由，迟迟不予支付。

事故发生后，李德福元气大伤，

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休养状态，加上

巨额的医疗费用，一家人的生活过

得很困苦。为了给家里减轻点负

担，李德福的妻子不得不多次上门

追讨这笔赔偿款，但每次都空手而

归。加上刘强经常不在家，法院执

行也成了难题，这笔赔偿款成了一

笔陈年旧账。

今年7月份，仍然没有等来赔

偿款的李德福，听说镇里的首席调

解员方尚龙处理这类纠纷很有经

验，于是慕名找到“老方调解室”来

寻求帮助。

调 解 一 开

始，方尚龙准备

先谈谈双方的真

实想法，以便制

订接下来的调解方案。

“刘强家里的情况，你们也清楚，家里经济情况

确实困难。如果你们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也很难拿到

钱，是否愿意退让一步？”得到李德福妻子肯定的答复

后，调解员重点做起了刘强的工作。

在调解员看来，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刘强负主

要责任，理应付出更多。更何况，李德福的受伤，让

他们一家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李家并没有

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法院执行也没有表现出

强烈的诉求，反而考虑到刘强的实际困难，愿意做

出一定的让步，实在难能可贵。

“既然对方有让步的意愿，你一定要把握住这

次机会，彻底解决这场纠纷。”调解员向刘强分析

道，“一旦错失这次调解机会，法院将把你列入失信

名单，今后不仅贷款受到影响，就连住酒店、坐高铁

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到你今后找工

作，得不偿失。”

听了调解员的分析，刘强也松了口，表示愿意努

力筹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刘强想将赔偿款一

步执行到位实在困难，而李德福一家又急等着这笔

钱用。

“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筹到这笔赔偿款？”在与

刘强多次沟通后，调解员尝试让刘强身边的亲朋

好友来帮下忙，希望他们能在经济上给予刘强一

定的支持帮助，彻底解除两个家庭的危机。

在调解员一次次沟通走访后，刘强的亲属和朋

友愿意帮助刘强渡过难关。同时，法院方面也在调

解员的协调下免除了执行费。最终，在各方人士的

帮助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李德福作出一

定的让步，并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案件，而刘强也

当场一次性支付这笔赔偿款。

至此，一起长达十几年的索赔之路彻底划上了

句号，两个家庭也有了新的生活。几天后，一面写

着“尽心调解、为民解难”的锦旗送进了调解室。

调解应有效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调解基础较好。之所以僵

持了 13 年之久，是因为与一般的交通事故纠纷不

同，这场纠纷的焦点不在于责任认定，也不在于赔偿

款金额的确定，而在于赔偿款的落实。

13年间，无论是交警调解还是法院判决，这笔赔

偿款的落实始终没有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在受

理本案后，调解员没有简单地确定赔偿责任，而是

千方百计为当事人双方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

真正解除两个家庭的危机。

十多年纠纷一朝了结得益于人民调解的优势。

人民调解区别于司法诉讼“审执分离”的模式，而是

以当事人意愿为基础，更重视人民调解员主观能动

性的调动，调执结合，全程跟进，从而达到案结事了

人和的目的。当然，人民调解以法律为准绳的大原

则不能跑，从实际情况出发得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是核心，这也是本次纠纷化解的关键所在。

赔偿款未还清肇事者又车祸受伤
这笔欠款拖了13年
调解员一语道破案子关键 众人伸援手解心结

肇事方挪用赔偿款买车

又遇车祸欠款一拖再拖

接到李德福

妻子的调解申请

后，“老方调解

室”的首席调解

员方尚龙立即展开调查。

然而，调查结果令人唏嘘。原来，当初事故发

生后，刘强获得了一笔不小的保险公司理赔款，原

本可以用来支付给李德福作为赔偿，但刘强打了个

“小算盘”，用理赔款购置了一辆新车，打算跑运输

赚了钱再来支付李德福的赔偿款。

李德福的妻子知道这个情况后只能接受既成

事实。可没过多久，刘强在一次出车中发生了车

祸，受了重伤。而且这次翻车事故属于单方交通

事故，保险理赔非常有限，这让刘强家雪上加霜。

随之而来的就是，刘家应该给李家的赔偿款一拖

再拖。

“如今我右腿不便，工作也不好找，基本上断了

收入来源，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确实有心

无力。”对于自己一直拖欠的赔偿款，刘强也很无

奈。调解员在走访中也证实了这点，刘强一家经过

两次交通事故后，经济状况确实糟糕。

对于刘强的遭遇，李德福的妻子虽然很同情，但

家里的困境也让她不得不继续走在维权路上，她总是

说：“即便是少赔一点，也能给我们减轻些负担。”

李德福与妻子育有两个女儿，早些年已经出

嫁。自李德福重伤之后，家里入不敷出，日子过得

比较艰难。

听取了当事人双方的叙述之后，调解员发现，

双方当事人对于这起事故都有着一次性了结的

愿望。“可见，这个案子是有调解基础的，而且两

人都有调解的意愿。”双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方尚

龙对接下来的调解有了底。

调解员寻众人找对策
彻底解开十三年的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