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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为民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蒋海萍

提到人民调解员，你的脑海里十有

八九会呈现出头发花白的“老娘舅”形

象。可在杭州市西湖区司法局西溪司法

所里，有一位人民调解员却是名 90后

“小哥哥”。

他叫祝翔，1990年出生，斯文随和，

笑起来颇为腼腆。2012年，刚刚进入西

溪司法所成为协理员的祝翔，曾因年纪太

小被人质疑，如今经过7年打磨，祝翔已

是名副其实的资深调解员，担任西湖区人

民调解协会会长，扛起了基层治理体系建

设工作的重任。

尽管年纪小，但说到调解，祝翔有自

己的“秘诀”。

2013年，一位92岁的老人在邻居的

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调解室。这位

老人一直独居，也没有亲人来往，平日里

都是靠着周围邻居扶持度日，现在想卖掉

房子，移居养老院安度晚年。可是，这套

住房的产权证上写着老人和再婚妻子两

人的名字。如今，妻子已经去世，但妻子

在前一场婚姻中育有两个子女，早年被送

养省外。听说老人要卖房子，两个子女都

不同意，并提出由他们赡养老人。对于子

女的提议，老人却有很大顾虑：“子女都不

是亲生的，又都在外地，这么多年不曾来

往，以后会给我养老吗？”

听了老人的难题，第一次独立调解的

祝翔也犯了难，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

了他的想象。

第一次调解并不

顺利，老人的两个子

女见祝翔看起来颇为

年轻，并不是很信任

他，调解时，对方甚至

直接怼了一句：“关你

什么事。”

但祝翔没有放

弃，而是设身处地地

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和

心情，合理制定调解

方案。一面查询资

料、咨询律师，找到法

律支撑；一面耐心调

解、真心劝说，找到调解余地，最终让老人

与子女达成调解意见：出售房屋，依法分

配卖房款，为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纠纷

划上了句号。

事后，老人带着一面锦旗和一封手

写感谢信，来到祝翔办公室，紧紧握着他

的手说：“小伙子，真的很感谢你，没有你

的帮忙，我今后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

去了……”

“调解时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

才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这场纠纷落幕，也让祝翔找到

了自己的调解方法。

2017年10月，辖区内一家饭店在装

修过程中，一名装修工人不慎触电身亡。

一时间，死者家属数十人，情绪激动地在

饭店设立灵堂。由于事发突然，又极为棘

手，刚值完两天班乘坐火车回到老家的祝

翔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立马坐上了返

程的火车。经过4天的调解协谈，当事人

之间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事态顺利得到

化解，而祝翔的“黄金周”假期余额也基本

归零了。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

解员。这是祝翔一直坚守的工作原

则。“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

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

凡。”就是这样，无论何时何地，祝翔都

坚持奋战在基层调解一线，一步一个脚

印，把一腔忘我奉献的热情投入到工作

中，勤勤恳恳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

上风雨兼程。

王宁：
业务“硬核”的“解铃人”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戴剑锋

衢州市公安局府山派出所有一名

“调解王”，不论是琐碎的妯娌纠纷，

还是激烈的医患矛盾，他都能有理有

据地应对，为大伙儿排忧解难。从警

15年里，这名业务“硬核”的“解铃

人”成功调解了千件纠纷。他就是该

所副教导员王宁，也是衢州柯城区公

安分局王宁调解中心的负责人。

这些年来，王宁曾担任过社区民

警、刑侦民警、治安民警，如今深深

扎根在了群众调解工作中。这份选择

的背后，有一个小故事。

2004年12月的一天，王宁所在

辖区的一名卖瓜老农和一名男子，因

为西瓜好坏问题发生口角，男子动手

殴打了老农，并把一车的西瓜砸了。

王宁接警后赶到现场，经过10个小

时有理有据地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谅

解，男子不但赔偿了老农被摔坏的西

瓜，还全程陪同老人到医院接受治

疗，并支付了所有医药费。

事隔几天，老农特地从家里拉着

西瓜送到派出所，感谢王宁的尽心调

解。这起小纠纷的调解，也让王宁从

中体会到了获得感，并从此立志倾听

群众诉求，全心全意投入调解工作。

那么这位调解高手有多厉害呢？

2018年，他曾让一名“刺头”成为

了调解员。

当年5月，姜家山乡前徐村村民

周某因不满征迁补偿款问题，趁村内

召开党员大会之际，发布虚假言论，

煽动村民冲击会场，后因虚构事实扰

乱公共秩序，被处行政拘留5日。拘

留结束后，周某仍心有不服，总是找

借口反对征迁工作。

为此，由王宁牵头组建的王宁调

解团队，主动接下了此事的调解工

作。他们走访了村委会、辖区派出所

和周某的亲戚朋友，摸清了矛盾症结

所在。此后，王宁和调解队的同事再

次登门周某家，仔细为周某列出了每

一项补偿政策的依据。最终，周某心

服口服，不但签订了征迁协议，还成

为了王宁调解团队的成员，主动承担

起亲属征迁问题的化解工作，带动37

户完成签约。

据悉，王宁调解团队成立于

2007年，当时，王宁组建了王宁调

解中心，成立了衢州首个以民警、社

区干部、律师、老娘舅为核心力量的

调解团队。到了2018年，在推广群

调群治的基础上，王宁又将团队升级

为“网格警务+项目警官+工作专

班”模式，主动融入助力高铁新城的

建设工作中。

2019年，王宁进一步深化“警

调衔接”工作机制，将党建统领这条

主线引入到调解工作机制中，以党员

红色调解团为支撑，推进“公安调

解+联盟组织”的新模式，组建了共

300多人的警医联盟、商圈联盟、行

业调解联盟。

这些年来，王宁走进社区、倾听

诉求，用自己的耐心与专业素养，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

见习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甘露 傅宏波

空闲时，何英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打

电话，左耳打疼了就换右耳，一打打几个

小时。每次放下电话，她都觉得两只耳朵

火辣辣疼，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何英云是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管

理二科科长，也是一名在戒毒战线上奋斗

了25年的老戒毒民警。她的电脑桌面上

有一个文档，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戒毒

人员的情况，何英云会定期与其中走出戒

毒所的戒毒人员保持电话联系，并及时记

录情况。初步统计，何英云一年打给戒毒

人员的电话有2000多个。在同事们看

来，何英云的整个身心，都扑在了戒毒人

员身上。

刚到戒毒所工作时的情景，何英云记

忆犹新。那时，她住在德清，每天天不亮

就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两个多小时后

到达戒毒所时，自行车的坐垫上总会留下

深深的汗印子。“这份工作是从流汗开始

的。”何英云打趣地说。然而，除了流汗

外，工作中投入了真情实感的何英云还时

常流泪。

2001年，长相清秀的年轻女孩宋某

进了戒毒所。一进来，何英云就发现了异

常，“宋某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不爱与

人说话，也不吵闹。”随后，何英云得知，宋

某对男朋友的感情极深，染上毒品也是因

为男朋友。于是，何英云就从情感角度去

开解宋某。一来二去，宋某对何英云的信

任感越来越强，什么话都会跟她讲。

宋某出所后，何英云还经常打电话联

系。一开始，情况都正常。可突然有一

天，宋某不接电话了，何英云隐隐不安。

没过多久，宋某又站在了戒毒所门口。她

歉疚地告诉何英云，自己还是忘不了男朋

友，在他引诱下，复吸了。

那一刻，何英云流泪了，难过地蹲到

了地上，“整个人都在发抖，太揪心了”。

“我不想再看到从我这里出去的人又

回来！”此后，何英云更加努力地工作，即

使左手打着点滴，她也会用右手批阅戒毒

人员的周记本；阑尾炎复发，她做完手术

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工作近乎拼命，或许离不开何英云孩

子对她的影响。何英云的儿子洋洋是早

产儿，身心发育都受影响，“每天都在教他

如何拧毛巾、刷牙、写字……”儿子的情况

让何英云明白，一个健全、健康的孩子，对

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么重要。因此，希望每

个孩子都好的期望，被她带到了工作中。

黄某刚刚成年，因误信吸毒能减肥而

吸食冰毒，结果被抓。进入戒毒所后，黄

某很叛逆，常常独来独往。一天夜里，值

班员报告何英云，黄某又在自言自语。何

英云走近一听，是黄某在睡梦中抽泣着轻

声叫唤妈妈。一瞬间，身为母亲的何英

云，心被刺痛了。

看着睡梦中的黄某，何英云想到了她

刚进所时，自己曾联系过她的家人，可电

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女人的怒吼：“我

没有这个女儿，她早死了！”从那以后，何

英云更加关注黄某，常常找她谈心，鼓励

她发挥唱歌特长参加文体活动，并及时表

扬她的点滴进步。

渐渐地，黄某爱笑了，也喜欢跟人交

往了。一天户外活动时，黄某突然怯生生

地问何英云：“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那

羞涩的声音像糖一样甜到了何英云心里，

她摸着女孩的头说：“那你可要听妈妈的

话啊！”听了何英云的话，女孩欢快地跑走

了。看着她的背影，何英云突然满怀希

望，“我觉得她能成功戒毒”。

在何英云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戒毒所

管理二科（目前）跟踪帮教的66人中，完

成脱毒认定的有25人，找到工作的有35

人，2016年—2018年结婚的有15人，生

孩子的有12人。

何英云：

戒毒女孩动情地叫她“妈妈”

祝翔：

90后的“老”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