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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处置纠纷警情多半是靠经验，现在有
‘好大姐’这样的调解员现场‘把脉问诊’，我们
处警的底气更足了，矛盾纠纷现场调解的效率
更高了。”民警张蔚林说，“他们条理明晰，实战
操作更接地气，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被大家称之为“好大姐”的是平安服务中心
调解员钱慧，退休前她教书育人30多年，丰富的
教育工作经验，帮助她在26个月的随警作战中，
现场结案525件。

“辖区居民刘女士报警称，与丈夫发生争
执”。2020 年 6 月，在钱慧随警调解的第一个
月，居民郑先生醉酒后再次与妻子刘女士因琐
事在家中发生争执，对婚姻感到心灰意冷的刘
女士又一次选择报警求助。

“这两口子又报警了，一个月起码一次，真
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处警路上，民警对钱大
姐打起了“预防针”。

“小两口要多反省自己，少指责对方，家庭
不是讲理的地方，不能总讲对错、论输赢，学会
倾听、多讲爱……”调解过程中，调解员钱慧金
句频出、循循善诱，刘女士和郑先生仿佛看到了

知己，一位不停哭诉着每天做家务的辛苦，一位
不停抱怨自己在外打拼的不易。从双方的表述
中情感细腻的钱慧感觉到，二人矛盾的焦点在
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不是对对方的失望，
于是钱慧放慢语速，细声细语地从生活、感情
和孩子等方面劝说二人，让夫妻双方重新认识
对方、理解对方。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好大
姐”钱慧的帮助下，刘女士很快找到了一份满
意的兼职，在孩子的生日、母亲节也经常收到
钱慧发来的祝福红包和暖心关怀。“虽然没有血
缘关系，但是相处的感觉真的和家里人一样。”
刘女士说。

10分钟调解结束家庭纠纷、15分钟和睦邻
里关系、30分钟厘清权属关系。平安服务中心
运行以来，像“好大姐”一样的调解员们随警作
战，协助民警现场调解结束纠纷类警情占比
68.1%，真正让矛盾纠纷化解在现场。

“从‘警情掣肘’到‘警力释放’，平安服务中
心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
服务百姓，基础夯实了，纠纷变少了，群众也就
更满意了。”社区民警李庆军表示。

“只进一扇门，可解万般事”

金牌调解员开展“家门口式”解纷服务
□沈浩宇

“好大姐”“神调手”“铁杆子”……这些是授
予盐城滨海县平安服务中心“金牌调解员”的
荣誉称号，在这些荣誉称号的背后是一名名继
续发挥余热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司法……他
们也是平安服务中心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拳头
产品”的重要组成。

“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
盾不上交”，59年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在盐
城滨海不断实践发展。2020年3月，盐城滨海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公安、司法、街道等资
源力量，建成平安服务中心，充分融合公安、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资源力量，遴选6
名20年以上基层经验的公安民警，优选15名教
育、法院、卫健、国土、住建等部门“老干部”任人
民调解员，通过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着重
挖“心结”、解“心结”，实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
可解万般事”，自成立以来，平安服务中心共计
化解矛盾纠纷16973起，其中信访积案29起。

“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和诉求，分别找准对应的病
灶和特效药，问题才能药到病除。”在每周总结例会
上，“金牌调解员”孙昌成总结道。

46户业主与开发商因商品房买卖发生合同纠
纷，部分业主多次集体维权，多部门先后调解6次未
果，让该起纠纷逐渐成了一起积案。在了解到该起
积案后，作为一名在退休前从事刑事、民事审判三十
余年的四级高级法官，孙昌成觉得调解工作非他莫
属。他第一时间依托平安服务中心，整合信访、街
道、司法、工商等多部门力量，一方面联合信访、街道
多次与诉求人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另
一方面联合司法、工商等部门约谈开发商，促使矛盾
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最终开发商被孙昌成的专业
精神所折服，同意赔偿业主违约金30余万元。

“新出台的《民法典》对我们矛调工作提供了更
有力的法律保障。”孙昌成一边说着一边翻看着桌上
的笔记本，这一本本记满了学习心得和工作体会的
笔记本，正是他“硬实力”的来源。

妥善解决医患矛盾，阻止事态恶化；得当处理地
产纠纷，维护业主权益；巧解家庭遗产纠纷，合理合
法继承……运行两年多来，中心已调解结束2年以
上积案78起，其中5年以上积案8起，所在街道移交
的 29 起“挂牌”矛盾纠纷，被“金牌调解员们”纷纷

“摘牌”攻克，实现了所在街道矛盾积案“清零”。
“平安服务中心成立以来，不仅我们移交的29

起积案得到了妥善解决，而且街道新发生的疑难复
杂矛盾纠纷的总量也呈‘断崖式’下降，这里已经成
为群众有口皆碑的矛盾纠纷终点站。”滨海县东坎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沈子荣说。

“多亏了你，这件事已经让你忙了好几个
月，太感谢了。”近日，江苏省滨海县东坎街道沿
淮村张大爷笑着对带来一万块钱赔偿款和200
只鸭苗的滨海县公安局平安服务中心的人民调
解员蔺胜洲说。

“58只，全死了！”去年7月11日张大爷给妻
子打电话时失声痛哭。这个身患慢性病的老
农，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便是这群在河中散
养的老鸭。经过民警的走访调查和物证检验报
告证实，鸭子系误食某种粮大户耕种用的农药
玉米种后死亡，但由于权责不清，虽经多次的调
解但结果并不理想。平安服务中心63岁的调解
员蔺胜洲便“摘牌”了这个“疑难症”，与中心的
民警胡志国一起负责这起纠纷的调解工作。

蔺胜洲一方面安抚着近乎绝望、不知道如
何维权的张大爷，先后9次邀请双方到平安服务
中心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对事件进行细致调查，
尽可能地还原事件真相，“我相信您，我不上门
去闹……”看着为了自己跑东跑西的蔺胜洲，张
大爷虽多次生出冲动的念头，但又总能很快恢
复平静。

对于摘牌疑难杂症，蔺胜洲也有着优于常

人的底气，在担任矛调员之前，蔺胜洲有着6年
的律师从业经验，这让他养成了讲究证据的工
作习惯和一查到底的较真劲。经过6个月的走
访调查，蔺胜洲拿出一沓厚厚的佐证材料，材料
上村民歪歪扭扭的签名、鲜红的手印、微微卷曲
的纸角……足以证明张大爷家的鸭子确实是养
了五年以上的散养老鸭，价值高于一般肉鸭。
面对事实，种粮大户终于妥协，愿意参照市场价
格给予赔偿。

在今年春暖花开之时，平安服务中心的矛
调员们还和民警一道，购买了200只鸭苗和4大
袋饲料，带着这份特殊的“礼物”来到张大爷的
家里。“这些小鸭子养上五个月就能下蛋，等到
中秋……”夕阳洒在张大爷饱经风霜的脸上，细
数着未来一年的生活。

疑难矛盾“挂牌”，专家老手“摘牌”。为现
场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进急诊室”“挂专
家号”的“一站式”服务，也是平安服务中心敢于
兜底矛盾纠纷警情的秘密武器之一，成立两年多
来，已有600多起“疑难杂症”因此药到病除，而摆
放在仓柜里的600多本“病历”，都在述说着这座

“家门口式”服务中心的过去和将来。

“好大姐”现场把脉“家务事”

调解员现场调解矛盾。（警方供图）

鸭苗送上门。

“神调手”挂号专治“疑难症”

“铁杆子”会诊专啃“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