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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长里短的社区琐事到关乎
民生福祉的大事要事，全市 1555 个

“百姓评理说事点”、7636 名人民调
解员，以法为尺丈量是非曲直，以情
为梁搭建理解之桥，着力预防调处化
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调解“小切口”
撬动治理“大效能”。今年以来，全市
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8730件，调解
成功率达98.7%。

规范为基引领调解新路径

近年来，市司法局主动作为，联
合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出台《关于
进一步开展诉讼与人民调解诉调对
接工作的意见》《加强信访与人民调
解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深化“警民联调”工作机制建设的
意见》等系列文件，如同架设起一座
座“立交桥”，让“诉调对接”“访调对
接”“警民联调”等衔接机制高效运
转，纠纷流转更顺畅。

翻开市司法局编制印发的《安庆
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指引》，
39 项细则清晰明了，从调解组织如
何建、队伍怎么管，到基础设施标准、
卷宗文书格式，实现了全市调解工作
的“度量衡”统一。针对社会难点，又
精准出台拘调衔接工作机制、知识产
权纠纷化解指导意见，为重点行业和
专业领域“疑难杂症”开出“药方”。
而《安庆市人民调解员“一案一补”实
施意见》《安庆市调解员等级评定办
法》等一系列文件的落地，则像一颗
颗“定心丸”，明确了调解员的“进、
管、育、留”，保障了队伍的稳定和专
业性。

全域覆盖延伸服务末梢

2024年9月，怀宁县洪铺镇七旬
老人汪某紧盯不远处菜地里邻居刘
某的身影，“她摘的是我家的菜！”汪
某一股火“噌”地冒上来，三步并两步
冲过去，一把攥住刘某的胳膊质问。

两人争执起来，刘某不慎将汪某推搡
倒地，致使汪某手腕处受伤。闻讯赶
来的村民急忙报警，一场可能升级的
冲突，被迅速引导至村里的“百姓评
理说事点”。

“大家冷静一下，当务之急是先
送老人家就医。”在“百姓评理说事
点”里，面对争吵不休的双方当事人，
专职调解员先是安抚情绪，避免矛盾
升级，劝说双方以和为贵，先把受伤
的汪某送去医院治疗，后期再谈赔偿
事宜。考虑到双方老人年龄较大，双
方当事人子女与村干、调解员等共同
协商沟通，拟定了一份初始协议，初
步规定两边的权利义务，暂时不涉及
赔偿具体金额。双方实现了第一次

“握手”。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治疗，汪某伤

势好转，双方当事人、子女代表、村干
及民警再次来到评理说事点。汪某
与刘某两家子女因赔偿金额僵持不
下、争吵得面红耳赤，专职调解员首
先以《民法典》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
责任和赔偿标准的条文，条分缕析；
接着又讲起邻村类似纠纷的调解结
果和后续影响。“赔偿不是目的，修复
乡情才是根本。你们都是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乡亲，老人更要安享晚年。
按法律规定算下来，3万元的赔偿既
合法也合理，咱把这事了了，让老人

安心养伤，邻里和睦，不比啥都强？”
法条清晰、案例鲜活、情理动人，最终
让双方子女心服口服，这场持续月余
的纠纷，最终以刘某赔偿汪某3万余
元画上句号，更让两位老人从“针尖
对麦芒”到“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样的场景在安庆 1555 个行
政 村 、153 个 乡 镇（街 道）不 断 上
演。市司法局构建起“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调解网络：纵向实现
市县乡村四级调解组织全覆盖，
1555 个“百姓评理说事点”如同毛
细血管般延伸到田间地头，成为收
集社情民意的“前哨站”、化解矛盾
纠纷的“终点站”；横向在交通事
故、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领域建
成70余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值得关注的是，在桐城，“六尺
巷调解工作室”的招牌随处可见；在
潜山，“三孝调解工作室”传承着孝
道文化；在望江，“乡贤调解工作室”
凝聚着乡村智慧……760 个特色品
牌调解室将地域文化与法治精神深
度融合，让调解工作既有力度更具
温度。

调解铁军让专业力量扎根基层

“调解工作是门技术活，既要
懂法律，更要会‘读心术’。”全国模

范调解员夏国庆的话，道出了全市
7636 名调解员的共同心声。这支
队伍中，既有像怀宁县小市镇平坦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夏国庆这样荣
获“全国模范调解员”称号的“调解
标兵”，也有像桐城市司法局孔城
司法所所长、孔城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员李振东这样登上第十七
届海峡论坛·两岸基层调解员联谊
交流会的“调解明星”，更有许许多
多扎根乡村多年默默无闻的“草根
调解员”。

调 解 成 败 ，关 键 在 人 。 一 支
懂法律、通情理、有威望、善沟通
的专业队伍，是调解工作的核心
战斗力。

安 庆 市 深 谙 此 道 。 目 前 ，全
市 7636 名人民调解员活跃在基层
一线，其中专职力量达 1605 人，成
为中流砥柱。在调解员队伍建设
上，市司法局打出“选、育、管、用”
组合拳：严把入口关，要求行专调
委会配备不少于 3 名专职调解员；
创新等级评定制度，评出二级调解
员 79 名、三级 358 名、四级 518 名；
建立“师徒结对”培养机制，让老
调解员带着新同志跑现场、做笔
录、拟协议。通过持续加强政治
理论、政策法规、业务技能培训和
法纪教育，这支队伍的履职能力
不断提升。

市司法局还积极引导全市调解
组织和调解员，踊跃投身“我为群众
办实事”“法治为民办实事”等为民服
务主题活动。在“人民调解为人民
全力护航二十大”“人民调解为人民
助推治理现代化”“大排查、大调解、
防激化”等专项活动中，调解员们走
村入户，排查隐患，集中化解了一批
涉及民生、影响稳定的典型突出矛盾
纠纷，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贡献调解
力量。

当前，“一站式”解纷体系建设正
在安庆有序有效推进。市司法局正
以“人民调解”为如椽巨笔，饱蘸法、
理、情相融的浓墨，在基层社会治理
的壮阔画卷上奋力书写新时代“和谐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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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解“千家结”温暖“万户心”

村民在百姓评理说事点沟通交流。市司法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