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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本案
所涉当事人
除 调 解 员
外，均为化
名）

以法为据分析事理
给调解奠定基础

听说了老李一家的糟心事后，西塘司法所所长

鲁明强主动担起了这个案子的调解工作。

于是，鲁明强先是去当事人所在村进行了一番

调查，发现老李和大哥因为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对父

母的赡养最周到，同村的小李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

责任，其他六个兄弟姐妹，有的出嫁了，有的做了上

门女婿，不可避免地有些忽视父母的赡养。

同时，因为老李一直悉心照顾大哥，“按照继承

法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

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也

就是说，老李多分遗产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鲁明强

解释道。

而且，老李还拿出了当初与老大签订的那份协

议书，上面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的确约定了由老

李给老大养老送终，老大去世后的财产归老李所有，

并且有老大的签字。根据当地村委会和周边邻居的

反映，老李对老大也的确尽到了照顾的责任，履行了

当初与老大的约定。如此一来，老李根据约定继承

老大的遗产也没有任何问题。

其他兄弟姐妹听了鲁明强的分析，也都认可了

老李这些年的付出，同时考虑到老李一直孤身一人，

经济条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也最差，都愿意作出让

步，让老李多分一点，作为以后养老的保障。

可是，小李始终觉得这样分配不公平。在他看

来，无论是赡养父母，还是照顾老大上，自己也都尽

到了一份责任，其他兄弟姐妹也多多少少照顾了一

些，不能只“照顾”老李。至于老李与大哥的协议，也

无法判定真假。

基本事实已经核实，法律关系也理清了，但调解

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老李和小李互不相让，矛盾愈演

愈烈，两人甚至扬言要去法院打官司。

“这场官司一打，你们这一家人的感情恐怕也会

打没了，尤其是老李和小李以后恐怕会交恶。”鲁明

强一边安抚兄弟俩的情绪，一边算起账来，“打官司

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又要投入经济成本，单单

一笔律师费就是不小的开支，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们

兄弟姐妹几个人。”

调解员实实在在的一番话语，瞬间熄灭了大家

的火气。

调解员巧施妙计
既平了纠纷又全了亲情

“我很羡慕你们，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这么多兄

弟姐妹相互照应，血脉亲情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东

西。”看着都已六七十岁的这一家人，鲁明强开始转

变思路，打起了感情牌。

在调解中，鲁明强注意到，这次矛盾的焦点主要

在老李和小李身上，其他兄弟姐妹一直在其中劝和，

似乎对分配多少并不在意。于是，鲁明强决定先从

其他兄弟姐妹入手，争取达成同盟，共同做老李和小

李的思想工作。

不出鲁明强所料，其他6人均表示，“怎么分，几

个人分，分多分少，我们都没有意见，只要兄弟姐妹

间恢复以往的和睦就好。”而且，在他们几人看来，老

李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又一直照顾父母和大哥，多分

点理所应当；小李脾气比较急躁，其实也是想着大家

都能多分点，也应该理解。

摸清了这几个人的想法，鲁明强心中也有了数，

于是稍作思考，计上心来：老李想按9个人分，自己

拿两份，这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也合情合理，那就

满足他，按他要求的分给他；小李想8个人分，也可

以，也满足他，按他要求的分给他。剩下的钱不管多

少，由另外6人平分。这样一来，既满足了老李的要

求，也让小李无话可说。

可是会不会让其他6人感觉吃亏？于是，鲁明

强在公布方案之前，再次“背靠背”征询了其他6人

的意见。没想到，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在他们看来，这笔拆迁补偿原本就是“意外之财”，大

家都能从中分到钱是好事，要是因此闹上法庭，伤了

一家人的和气，实在不划算。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想让你

们兄弟俩闹僵，说明他们很重视你们之前的亲情，你

们自己想想，为了这点钱闹上法庭，到底值不值

得。”听到这里，原本还有些激动的老李和小李也不

再言语。在鲁明强公布分配方案后，两人很快点了

头，并签订了最终的调解协议书。就这样，调解员的

一计，既满足了双方当事人的需求，也成全了兄弟姐

妹的亲情。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赵艳

“我不同意这么分配！”

“凭什么他可以拿两份？”

5月的一天，嘉善县司法局西塘司法

所的调解室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原来，西塘镇目前正在开展农房集聚工

程，老李家的老宅刚好赶上了拆迁。这原

本是一件美滋滋的大好事，却不想因为拆

迁补偿款分配问题，老李家的几个兄弟姐

妹彻底闹翻了……

父母留下的老房子
是9人分还是8人分

老李父母共育有9个子女，

老李在家中排行老二。因为他与

大哥一直未成家，兄弟俩长期与

父母一起居住在老宅子里，便于

相互照顾。其他弟弟、妹妹都各

自成家立业。

父母去世后，一直身体不好

的大哥又生了病，老李又接着照

顾大哥，直至大哥病逝。之后，老

李便搬离了这个伤心地，外出打

工，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虽然离

得远，但也时不时嘘寒问暖，彼此

感情很不错。

这次得知家里的老房子要拆

迁，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补偿款，

几个兄弟姐妹都很高兴。因为老

房子是父母留下的，父母早已离

世，又没留下任何遗嘱，这笔拆迁

补偿款理应由几个子女共同继

承。为这事，几个兄弟姐妹干脆

开了次家庭聚会，商量着怎么分

配这笔补偿款。只是没想到，大

家在分配方案上出现了分歧，这

次难得的聚会最终不欢而散。

“大哥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

生前一直由我照顾，而且当初我

们也有协议，我来照顾他，他死后

的财产归我。”老李斩钉截铁地要

求这笔钱分成9份，老大那份归

自己所有，其他人各占一份。

听到这话，老李的弟弟小李

不乐意了。老李和小李虽然同住

一个村，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两

人的关系一直不太亲近。对于这

次分配，小李意见最大，他认为，

大哥既然已经去世，就不存在继

承父母遗产的说法，这笔钱应该

8个人分。作为兄弟姐妹，他们

平时对大哥也经常照顾，并不是

只有老李一人忙乎，因而不认可

老李拿出的协议，甚至对协议的

真伪表示怀疑。

如此一番争执下来，老李和

小李都上了火，兄弟俩也闹得不

可开交。村里的调解员多次调解

无果后，只好找到嘉善县司法局

西塘司法所。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因为房屋拆迁引发的各类家庭纠纷，在人民调解中并不少见。很多时候，因为一点眼前的利益闹得亲

情淡漠、亲情失和，实在是可惜。

本案的当事人都已是六七十岁的年纪，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相互扶持，其实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而且，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一直不错，即便后来陷入纠纷，仍有人顾念亲情作出退让，这样的血缘亲情是用

金钱换不来的。

调解员在整个案件调解过程中，讲法度通人情，既化解了纠纷，又全了亲情，避免了一家人对簿公堂，这

也正是人民调解的魅力所在。

一间老房，9个子女，8人在世，怎么分？
调解员巧施妙计平了纠纷全了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