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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 本文
所涉当事人
除 调 解 员
外，均为化
名）

在王店司法所，调解员朱培松详细了解情

况后发现了问题：“签订调解协议必须由死者

亲属出面或者出具委托书。”

“这事好办，我们这就跟他老家的亲人联

系。”可是，联系上阿宝的姐姐后，她却给出

了意想不到的说法——他们父母双亡，弟弟阿

宝使用的身份证也并非其本人的，真名也不叫

这个，而自己已经嫁到缅甸，现已属于缅甸

籍，不方便去王店。鉴于此种情况，调解不得

不暂时搁置。

朱培松认为，要想妥善解决此次医疗纠

纷，就必须弄清死者真实的身份信息。第二

天，朱培松再次设法与阿宝姐姐取得联系，但

此时阿宝姐姐又有了新的说法：“我和弟弟都

是缅甸人。”

死者姐姐前后不同的说法，让朱培松对死

者的身份信息产生了怀疑。为了查清这背后的

事实，他随即向王店镇镇政府进行了汇报。

经过镇领导协调，由王店镇派出所通过上

级公安机关和缅甸驻华大使馆联系，确定了死

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原来，阿宝的真实身份系

缅甸籍公民三鲁（音译）。根据缅甸驻华大使

馆传来的信息，三鲁父母均已过世，他也没有

配偶和子女，只剩下一个姐姐依怒（音译），

目前在缅甸生活。经过进一步确认，朱培松了

解到，原来三鲁使用的是一张假身份证，由于

他长得和中国人很像，加上自小便居住在云南

和缅甸边境一带，会说云南当地话，致使老板

娘张游游一直误认为他就是身份证上的“佤族

小伙”阿宝。

确定了死者真实身份后的朱培松并没有感

到轻松，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要想达成此协

议，就必须需要依怒亲自来一趟中国或者出具

委托书，而依怒则表示路途遥远语言不通，不

便前往王店处理弟弟的赔偿事宜；如果委托他

人代签，除其本人同意外还必须有委托书方可

生效。事情进展到这儿，调解员考虑到依怒的

难处，决定说服张游游接受委托并参与调解。

经过两天协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方案：

卫生院提供费用，由张游游赴缅甸和依怒见

面，商议补偿数额并签订委托书；拿到委托书

后，再回王店代表依怒与卫生院协商三鲁死亡

补偿事宜。

前不久，张游游已经带着三鲁姐姐的委托

书回到王店镇。此时，张游游和卫生院坐下来

协商这场纠纷的补偿事宜才合法合规。

最终，在朱培松的调解下，这起外籍人员

医疗纠纷终于落下帷幕：卫生院出于人道主义

考虑，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一定的费用，另补

助委托人张游游两次往返缅甸的车旅费用，张

游游夫妇也拿出了一定费用作为补偿，并将其

和三鲁的骨灰一起带回缅甸交由死者亲属。

实习生 段九君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严益华

正值壮年的“佤族”小伙儿阿宝或许从未想过，一次普普通通的就

医会让自己没了性命。此后，看似简单的赔偿过程，却因死者身份不

明而屡屡中断，特殊的外籍身份更是让调解难度骤然升级，一波三折

的调解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输液意外身亡
引发赔偿争议

2017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嘉兴市王

店镇打工的“佤族”小伙阿宝突然感觉畏寒

发热，恶心呕吐，便在工作单位老板娘的陪

同下，到王店某卫生院就医。然而，谁也未

曾想到，这名血气方刚年仅20来岁的小伙

子，会因为这次小小的不舒服而离开人世。

阿宝和老板娘张游游是云南老乡，之

前就认识。张游游嫁到湖南后，就随丈夫

来到王店镇做羊毛衫套口加工生意。一来

出于老乡情感，二来觉得阿宝吃苦耐劳，又

踏实能干，于是张游游就让他来自己这里

打工。因为阿宝生病，又不会说普通话，张

游游便全程陪同治疗并代为陈述病情。

卫生院在听取了阿宝的病情后，先进

行了抽血化验、皮试检测等工作，待报告出

来后对其进行输液，整个输液过程中阿宝

反应正常。可是，输液结束后还能自行走

出卫生院的阿宝，在回家路上突然神志不

清。张游游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懵了，

路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将阿宝送进了

王店人民医院抢救。

然而，阿宝被送到人民医院时，已经没

了心跳，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游游丈夫

闻讯随即赶到人民医院，并要求卫生院派

人前来协商。

“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因为

一场小病突然死了，肯定是你们卫生院输

液治疗的错误。”张游游夫妇和赶来的卫生

院院长吵了起来。而卫生院一方则拿出当

时的验血报告和整个输液过程的监控录像

资料，辩称：“我们分析了整个诊疗过程，同

时也查看患者在医院就诊的监控录像，患

者入院后诊断明确，皮试后再进行输液，可

以排除药物过敏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我们

救治的程序没有过错，推断为心源性猝死

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死因还需要通过尸

体解剖来最终确定。”

不过，这样的提议很快被张游游夫妇

否决。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矛盾愈演愈

烈，当天的协商双方不欢而散。

考虑到阿宝在嘉兴没有任何亲人，此

后不久，张游游夫妇又来到卫生院要求解

决此事。因为双方各执一词，碰面后又是

一番争吵，这让卫生院方很是头疼。“无休

止的纠缠只会给卫生院带来更多不良影

响。”想到这，卫生院一方表示愿意作出让

步：“如果不进行尸体解剖，我们可以从人

道主义的角度，给予死者亲属一定的补

偿。”

卫生院一方松了口，考虑到阿宝的后

事需要尽快处理，自己的生意也需要去打

理，张游游夫妇也想尽快了结此事。为此，

双方很快确定了一定的补偿数额。同时，

张游游夫妻考虑到阿宝是为自己打工的员

工，也主动提出支付一笔补偿款给其家人。

为了避免日后再生纠纷，双方约定到

王店司法所签署一份调解协议。

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齐发力

在这起医疗纠纷中，卫生院在治疗过程中并没有明显过错，死者家属对此也没有异议，属于意

外死亡事件。但出于人道主义，卫生院愿意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的补偿，当事人在对具体的补偿数额

上差距并不大，但是由于死者系身份不明的外籍人士，这就给调解带来了很大难度。

这次调解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各部门协调作战，通过上下联动的“大调解”模式，最终查明了死者

的身份信息，并且制定了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此外，对于这起案子的调解不仅要运用“情”与

“理”，也要结合“徳”与“法”，才能确保调解的严谨性，给予死者家属合理的补偿，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

“佤族”小伙输液后身亡
调解时却发现他并不是“他”
调解员严谨耐心巧解跨国纠纷

外籍身份难确认
亲属未到遇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