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庆天气情况：
今日，阵雨或雷雨、局地

大雨，24～32℃；
明日，多云到阴有阵雨

或雷雨，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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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唐秀婷）
天气变脸比翻书还快！昨天上午
太阳还“霸占”着天空，热力非凡，
到了下午，随着不稳定能量积聚，
阵雨雷雨打起了“游击战”。

气象监测显示，昨日午后，我
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
气。安庆市气象台昨天 15 时 53
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大
观区、宜秀区大部分乡镇街道出
现较强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傍晚强对流减弱，预警信号在18
时48分解除。

近期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
其实，春夏季本就是强对流天气
的高发时段，夏季尤其如此。午
后地面受太阳辐射加热，近地面
大气受热膨胀上升，湿热空气流
与高空冷空气激烈碰撞，就会形
成强对流天气。

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6 月
最后几天，雨水将全力“冲刺
KPI”，预计6月30日前我市多阵
性降水。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
中等阵雨或雷雨“光顾”，山区局
地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突袭”。强
对流天气“发威”时，将伴有短时
强降水（30～50 毫米/小时）和雷
暴大风（8级左右）。市气象台提
醒，要关注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
通运输、电力设施、户外活动和农
业生产等带来的风险，市民出行
要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
气时及时躲避，注意安全。

天气日渐炎热是大趋势，这
次降水并不能“阻挡”升温的步
伐。今天早晚时段气温在 24℃
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午后时段，
气温直奔32℃而去，公众要注意
防暑降温。

真正的“烤”验还在后头。进
入 7 月，副热带高压加强延伸强
势“掌权”，气温随之开启“狂飙”
模式。预计7月1日至5日，雨水
将彻底“退居二线”，全市由晴到
多云天气“控场”，最高气温达到
34～36℃，盛夏氛围感拉满。

阵雨雷雨“打游击”

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从“忐忑新手”到“调解尖兵”

2023年6月，李振东从桐城市司
法局机关科室调到孔城司法所工
作。此前，他深耕社区矫正领域，虽
有多年司法工作经验，但调解经验
几乎为零。初抵基层，真实纠纷的
复杂远超想象——当事人激烈争
执、方言晦涩难懂，无不令他倍感压
力，甚至心生怯意。

“第一次参与调解时，双方当
事人在调解室里吵得面红耳赤，我
连话都插不进去。”回忆起初到岗
位时的窘境，李振东坦言，压力如
影随形。

但这位“新兵”没有退缩。一有
时间，他便跟随调委会资深调解员
穿梭在田间地头、村落巷陌，仔细观
察调解员的沟通技巧，揣摩如何平
衡情理法；工作之余，他便扎进《民
法典》《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中，
在笔记本上记下密密麻麻的案例分
析与调解心得。

不断积累知识，加上在实战中
磨砺，李振东逐渐褪去青涩，成长为
调解一线的坚实力量。

2024年12月，孔城镇居民张某
反映，其母亲在交通事故中去世，交
警认定双方同等责任，但肇事者年
逾七旬、家境贫困，态度强硬。张某
悲愤难抑，声称若纠纷得不到解决，
将到对方家中“讨说法”。双方僵持
不下，纠纷随时可能升级。

李振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
承担起调解任务。他没有急于“断
案”，而是先当起了“倾听者”。他
陪着张某回忆母亲生前点滴，耐心
安抚其情绪；又多次走访肇事者家
庭，了解老人生活困境。摸清双方
症结后，他召集村干部、双方亲属，
从法律层面分析责任划分，从情理
层面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张某失
去亲人已经痛苦，若因赔偿问题再
让两个家庭陷入仇恨，对逝者也不
安啊。”

经过多次调解，肇事老人拿出
全部积蓄4万元表达歉意，张某也承
诺保留法律追诉权但不再采取过激
行为。这场可能引发恶性事件的纠
纷，最终在法与情的交融中化解。

“调解员就像在荆棘丛中找路
的人，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也要护住
人心温度。”李振东说。

“四和”工作法里的地域智慧

今年2月，桐城市人民法院执行
庭邀请李振东协助调解一起特殊纠
纷：79 岁的王某因事故需赔偿 15.4
万元，但他靠务农为生，无力承担，
案件陷入僵局。

李振东没有生硬劝导，而是先
找到王某子女晓之以情：“老人犯
错，子女不能旁观，帮衬一把既是尽
孝，也是替父分忧。”同时，他给受害
者讲起“六尺巷”的故事：“您若坚持
全额赔偿，老人可能一辈子也负担
不起；适当让步，既是解他困局，也
是显您格局。”

这番“情法交融”的调解奏效了
——受害者被打动，放下“得理不饶
人”的执念；王某子女亦被感召，共
同为父分担起责任。最终，双方达
成和解，执行困境豁然开朗。

“调解就像揉面团，太硬会裂，
太软不成形，得找到法律与情理的

‘黄金比例’。”李振东说，在孔城司
法所任职两年间，他参与调解纠纷
30余起，成功率达98%。

两年的调解经历，让李振东深
切体会到调解纠纷中本土文化蕴含
的能量。扎根桐城，他从“六尺巷”
这一文化宝藏中不断汲取养分，将

“谦和礼让、和为贵”的古训精髓与
现代调解实践反复淬炼、融合，最终
凝练出自己的“四和”调解工作法：
与调解员“和”力同心——引导被调
解人放下心防，全心全意信赖调解
员；与政策法律“和”解共生——帮
助被调解人填补政策法律空白或纠
正被调解人对政策法律的错误认

识；与自我内心“和”谐共处——帮
助被调解人剖析并放下内心深处的
执念；与对方当事人“和”衷共济
——积极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最终
促成双方和解。这“四和”如同四股
坚韧的丝线，编织成一张化解矛盾
的柔性之网。

从“基层实践”到“文化共鸣”

凭借这套源于实践、根植乡土
的“四和”调解工作法，李振东站在
了第十七届海峡论坛·两岸基层调
解员联谊交流会的聚光灯下。交流
中，李振东发现，尽管两岸调解体制
存在差异，但“以和为贵”的文化基
因一脉相承。调解理念、技巧、方法
在交流中碰撞激荡，“四和”所蕴含
的“和合”之道，成为两岸调解员共
同认可的价值追求。

“两岸调解员坐在一起，聊的
是家长里短，连的是血脉亲情。”
李振东说，交流会上，一位台湾调
解员得知他来自桐城，兴致勃勃地
与他探讨了“六尺巷”的典故，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调解工作
不仅是化解矛盾，更是文化认同的
纽带。”李振东说，未来希望将台
湾调解工作中的先进理念融入本地
实践，同时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大
陆调解制度，共同为两岸关系注入
正能量。

从厦门回到孔城，李振东又马
不停蹄地投入调解工作。调解室
里，他用真诚架起沟通之桥，用智
慧解开千千结，让法治精神在百姓
心中生根，让和谐之花在乡土社会
绽放。

把“六尺巷”谦和礼让精神带到海峡论坛

李振东：“四和”调解传递“和合”之声
□ 全媒体记者 杨浔 通讯员 张雪

6月15日，第十七届海峡论坛·两岸基层调解员联谊交流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海峡
两岸的调解员齐聚一堂，分享调解经验，共话两岸情谊。人群中，一位调解员身着浅蓝衬
衫、面容朴实，他是安徽省唯一受邀参会的代表——桐城市司法局孔城司法所所长、孔城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李振东。

会议期间，李振东讲述的用“六尺巷”“让三尺，宽天下”的谦和礼让精神化解一桩桩矛
盾纠纷的故事引发了同行的共鸣，两岸调解员在中华“和”文化中找到了共同语言。

谁能想到，这位在两岸交流舞台上从容分享“桐城智慧”、传递“和合”之声的信使，两
年前还是一位站在调解门槛外、内心充满忐忑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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