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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杰

“想想都觉得丢人，我那样做简直就是给政府抹黑！”多年以后，
回忆起那次上访的经历，老常还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同志你快下来吧，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不下去！”
2006年，老常为了“伸冤”，爬上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里的一

棵树上，想要以摔伤自己的极端方式来威胁法官。
那么老常有何“冤情”呢？原来，老常所在的企业改制后，单位

房产被统一拍卖。因拒不腾房，他被法院强制执行，所以心里有怨
气，多次上访。

老常当时的情况，侧面反映了多年前长子县“进省赴京上访多、
陈年老案遗留多、群体性矛盾积累多”的信访工作状态。

长子县历史悠久，是一座千年古县。进入21世纪，长子县虽然
经济上得到快速发展，但其农村地区矛盾纠纷频发，一度被贴上了

“上访大县”的标签。
为摘掉这个尴尬的标签，长子县用 10 年时间，纵向建立健全

县、乡、村三级联动的调解组织，横向统筹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
业调解仲裁等多种调解方式，形成“一纵多横”的多元调解机制。如
今的长子县，群众诉求渠道得以畅通，矛盾得以有效化解，乡村社会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变革——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摘掉“上访大县”标签

2007年，初到长子县任职的一位县委书记，在堆积如山的上访
信件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信封，这个信封里装的是老鼠药。刚上
任就接到如此的“见面礼”，他心里明白，这是群众对政府工作不满
意、有怨言。

县委通过调研发现，群众有怨言的主要原因是诉求渠道不畅
通，小问题拖成了大矛盾。2008年初，长子县对全县矛盾问题进行
了大排查，4 套班子领导与乡镇、部门“一把手”一起开展大接访，
1000余名机关干部深入全县所有的行政村进行下访、约访。

时任长子县委政法委书记的杨隽得知老常情况后，主动上门，
摆法条、讲情理。经过一下午推心置腹的交谈，老常皱着的眉头渐
渐舒展。

后来在县里帮助下，老常当上了义务奥运安保员，工作认真负
责，众人提起来都竖大拇指。考虑到他住房困难的实际情况，县里
给他调整了两间住房。

以这次矛盾大排查为契机，长子县一鼓作气，向矛盾纠纷发起
了“总攻”。

2011年，长子县委县政府组织相关单位一行数十人到浙江、山
东等地观摩学习，寻求符合长子县发展实际的新思路、新途径。在
这个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民事民管、企事企办、联调联动、全民参
与”的十六字治理模式。

选准路子，说干就干。
联动方面，长子县力图做到“一纵”到底无死角。在整合政法各

部门和信访、人社、社会工作联络中心等多部门合署办公的基础上，
将政务大厅、信访接待大厅、书记县长公开电话、110指挥中心等资
源融合共享，建立县级矛盾纠纷调解中心；14 个乡镇、管理中心均
解决调解中心办公用房，统一按照要求高标准设立；全县286个村6
个社区的调解中心标准化建设完成率达100%。

联调方面，长子县力争做到“多横”到边无盲点。长子县出台
《关于诉调、公调、检调对接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公、检、法等部门分
别成立了对接办公室，由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相关业务科室人
员担任成员。诉讼调解办公室选聘了 6名退休法官具体办理诉调
对接案件，公安调解对接办公室则在各乡镇调委会与辖区内派出所
开展。在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点多面广的情况下，
长子成立了煤炭行业调委员、交调委、经信调委。

在多元调解机制作用下，10 年来，长子县发生了“四降”的变
化。有数据显示，自 2013 年至 2019 年，长子县矛盾纠纷减少 2001
件，诉讼案件减少 846件，社区矫正案件减少 132件，信访案件减少
52批178人次。

如今，走进长子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大厅，记者看到信访接
待、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政策咨询、调解仲裁等窗口，随时为群众提
供服务。

长子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负责人何海清说：“你可以把县矛调
中心理解为长子多元调解机制的‘大脑中枢’。在这里，我们建立了
预警、研判、联调、专家调解、特邀调解、智慧调解六大平台，实现了

‘民事民管、企事企办、联调联动、全民参与’。”
何海清介绍，去年 9月，县调解中心就曾向县委县政府发出一

次重大预警——《关于“煤矿采空”舆情统计报告》，里面涉及的8家
煤矿采空，造成8个乡镇50个行政村出现农田坍塌等现象，引起了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通过六大平台，县调解中心将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等机关
干部，相关乡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煤矿企业代表召集在一起，经
过多次协商、调解，达成赔偿方案：一是按照评估标准对村民的地面
房屋、蔬菜大棚评估赔偿，二是对地面农作物按损失多少赔偿，三是
对地面沉陷三年期间逐年赔偿。方案定下来了，定合理了，一场矛
盾隐患也被化解在萌芽状态。

“修建高速公路，占你家房子的赔偿金额，还有意见吗？”“赔偿

金额没意见了，但是我想知道我还能分到新的宅基地吗？”在鲍店镇
调解中心，牛新智正与村民面对面坐在桌前，就拆迁问题进行商议，
一旁的秦长喜用电脑实时记录谈话内容。作为鲍店镇的专职调解
员，他们每天都在镇调解中心坐班，主动受理和解决村级难以化解
的矛盾纠纷。

“现在大家都忙着参加文化活动，哪还有甚矛盾！”在鲍店镇北
街村，侯玉英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艺汇演照片，笑着跟记者说。

“这是实话。”70 岁的北街村民事主任郝青山说，“我们每天都
要排查村里矛盾，确保问题及时发现、矛盾及时调处。解决不了也
不怕，用县里专门配的手机给乡镇打电话就行了。”

县委书记李国强说：“长子县总人口有 37万，其中农业人口 32
万。在农村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矛盾纠纷类型复杂等情况下，
能够建立这样的多元调解机制十分不易。这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十
年磨一剑才得来的。”

机制——
联动联调，系统预防，矛盾“一站式”化解

“啊！”2018年10月16日下午，长子县丹朱一中的一间教室里，
传出一声惨叫。学生张某捂着自己的眼部，疼得直打滚。一旁的范
某脸色发白，手足无措，“对不起！你没事吧？”

在课间活动嬉戏打闹时，范某不小心用玩具，打中了张某的眼
睛，造成了7级伤残。

张某的父亲得知后，立马向县调解中心提出调解需求，要求范
某及丹朱一中共同赔偿各项损失约64万元。

因事情发生在丹朱镇，县调解中心将移交给丹朱镇调解中心。
专职调解员张旭刚受理后，组织三方进行了多次调解。

“我小孩眼睛现在变成这样，要是赔偿不到位，我就告你们！”面
对情绪激动的张某一家，校方表示有心无力，“我们确实有责任，但
是你要的赔偿款太高了。”

“这么多钱可去哪弄啊！”范某的母亲直抹泪，父亲也在一旁唉声
叹气。对于住在农村的范某一家来说，巨额赔偿款更是天文数字。

由于三方对赔偿数额的看法不一致，调解一度停滞。无奈之
下，镇调解中心只得再向县调解中心求助。

县调解中心研究后认为，赔偿数额争议较大，一旦调解无果，可
能引起诉讼，而提起诉讼后法院有诉前调解程序，这样就在无形中
延长了案件调解时间。为此，县调解中心与县诉讼调解对接办公室
取得联系，邀请其直接参与调解。

之后，县调解中心立马进行了分工：县调解中心负责打消校方
的补偿顾虑，让其依法承担补偿责任；镇调解中心帮助张某一方分
析赔偿数额，剥离不合理的诉求，形成合理的赔偿数额；县法院诉调
对接办公室帮助范某一方梳理案情，做好思想工作。

在联动联调下，三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申请人范某一次
性赔偿申请人张某13.3万元、被申请人县丹朱一中一次性补偿申请
人张某15万元，申请人张某如果产生后续治疗费用自行承担。鉴于
范某一家的经济状况，县调解中心还为其争取了一定的司法救助款。

“给你爹打个电话！都甚时候了，咋还没见到卖猪款？”
2015 年 1 月 19 日一大早，长子县色头镇琚村村民王某和妻子

李某到崔某家索要欠款，结果只有崔某的儿子崔某蛟一个人在家。
“你们吵到我睡觉了。”崔某蛟不耐烦地说，“我是不会打电话

的，你们出去。”崔某蛟一番话一下惹恼了王某夫妇。双方你推我
攘，发生了争执。

争执中，李某激动地举起水杯，砸坏了茶几。崔某蛟也不甘示
弱，抡起拳头就打在了李某的左眼上。王某见妻子吃了亏，当场就
报了警。

派出所出警后，安抚王某夫妇的情绪，让他们先看病再做处
理。李某出院康复后，要求派出所解决此事，派出所多次传唤崔某
蛟未果。

为联系到崔某父子赔偿损失，派出所给色头镇调解中心下达了
公调对接函。色头镇调解中心受理后，数次到村找过崔某蛟，但均
未见到本人。原来，崔某蛟与李某发生纠纷后，就跟父亲到青岛打
工，已经两年没露过面了。

根据这种情况，村调解委员会找到了崔某蛟的叔叔崔某伟，对
其晓之以理：“崔某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社会治安处罚法》的相关
条款，如果能够积极赔偿得到对方谅解的话，还可以从轻处罚；如果
拒不履行，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一番思量，崔某伟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事本来就不占理儿，侄儿
还年轻，触犯法律可就得不偿失了。出于亲情，崔某伟积极配合调
解，并主动承担了赔偿责任。

长子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韩宏伟说：“正是因为我县建立了较为
健全的联动联调机制，许多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环节前，就被妥善
化解掉。”

队伍——
以行聚力，以规为尺，延伸治理末梢

长子多元调解模式的成功，离不开成熟的工作机制，更离不开
由330余名人民调解员组成的调解队伍。

“邻里矛盾、养殖纠纷、交通赔偿……”说起村里的这些事儿，岚
水乡岚水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名誉主任苏建国眉头一皱。虽然这些
事看起来都是小事，却牵动着老百姓的心。

1986年至今，苏建国已在调解岗位上工作了 34个年头。村里
哪一家有矛盾、有纠纷都愿意找他评理，大家都说“老苏心里有一
杆秤”。

“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就得要有一桶水。”这是老苏的座右
铭。30 多年来，他坚持从书本中学法律、从群众中学道理、从电视
普法节目中学方法、从具体案件中学技巧，提升调解能力。

见记者来访，老苏有些激动，翻箱倒柜地找出了 50多个本子。
他翻开那些本子，给记者展示了亲手绘制的村情图、积累报刊剪纸
和密密匝匝的调解记录。摩挲着泛黄的本子，老苏打开了话匣儿。

那是 2008年的一个冬天，村民张某、苏某因拆旧翻新、地界不
清发生争执。老苏赶到事发现场时，30 余人已经对峙上了。男的
持棍执棒，女的撒泼扭打，一场群体性打斗事件一触即发。

“不要动手！”千钧一发之际，老苏不顾个人安危，先拉住了领头
的张某和苏某，又好说歹说把参与争斗的妇女家属拉开。

“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在村委办公室，了解事情经过后，老苏开
始了“两头批评”：“拆旧翻新本是好事，有矛盾可以找村干部处理”

“百年不散老乡亲，不要一时冲动打架斗殴”……倒上水、递上烟，讲
法律、说道理。在老苏的调解下，两人冰释前嫌，达成一致意见。

要想快速处理问题，就要抢时间。同年 6月的一天，老苏的手

机“滴滴”作响——“咱村的张某在河南荥阳打工时，突发脑出血死
亡。他们家里人和建筑公司对于赔偿的意见不统一，准备进京上
访。”因病在家输液的老苏听到后，迅速奔去张家。

“不要着急，我帮你们解决！”老苏磨破了嘴皮，还亲自陪张某家
人到荥阳与建筑公司协商赔付事宜。凭借所学的法律知识，老苏为
张某家人争取到了19.7万元的赔偿金。

30多年来，正是靠着不断学习，老苏成功地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300 多起，先后被司法部、山西省司法厅等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模范调解员”“山西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全省优秀调解员
能手”等荣誉称号。

苏建国的故事，只是长子县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缩影。郭秀芳、
张旭刚、牛新智……近年来，长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
民调解员，继续传承着老苏的精神。

目前，在长子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7人中5人有法律工作实践
经验，这个团队雄厚的法律经验为全县调解管理实践奠定了坚实的
业务基础。各乡镇、村的调解员选聘中，乡镇的39名专职调解员由
镇党委政府提名，乡镇调委会择优聘用。全县286个行政村、6个社
区都设立了民事主任职位，负责民事调解工作。292名民事主任全
部通过公开选聘产生，在村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乡（镇）、村两级调
解员队伍多数从本辖区产生，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党员人数占比达
到 95%，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占比 95%，多数人担任过村党支部
书记或村委主任的职务。

对这些乡镇、行政村（社区）调解员，长子实行双考核制度，并根
据考核结果发放补助。由县调解中心对乡镇调解委员会进行考核，
每半年一次；由乡镇调解中心对本乡镇和所辖行政村（社区）调委会
进行考核，每半年一次。

双考核制度加强了长子对调解组织的管理，同时也强化了乡镇
对乡镇专职调解员队伍和行政村（社区）民事主任的直接管理。双考
核机制的促推及不断推出的业务指导、月例会和培训等制度落到实
处，使得民事主任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意识大幅提升。如今在长子，三
年一度的民事主任选聘与村委主任竞选一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以行聚力，以规为尺。正是靠着长子人民调解员的不懈努力，
以及长子对于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管理、考核等工作的重视，那些
看似小小的矛盾纠纷才能及时在基层被消化。

文化——
唱响新风，打造阵地，“三个一”营造和谐氛围

“没有伟大的壮举，只有默默地奉献……胸怀一颗爱民的心，我
们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这是长子县人民调解之歌《心愿》的歌
词片段。

谈及这首歌的创作动机，70 岁的词曲作者常瑞金说：“看着长
子在这个调解下越变越好，我心里高兴，有感而发就作出来了。”

近年来，长子县以“三个一”为载体，即一首人民调解员之歌《心
愿》、一个法治名牌栏目《法治在线》、一本书《长子矛盾纠纷调解案
例选编》，开展形式多样的调解文化活动。

《法治在线》是杜义敏一家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以
“案情报道+专家演播厅访谈”的模式，对当地发生的典型案件进行
深层剖析，挖掘事件背后蕴涵的深刻法律或道德价值，每半月一期。

杜义敏说：“这个节目讲的是我们长子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我们
很愿意看。而且看完故事，还能学点人生道理，长点法律知识，挺有
意思的。”

“这三本书就像一部‘武林秘籍’，每一次我在调解上遇到难处
的时候，我就看一看这些案例，总能有一些启发。”岚水乡专职调解
员杨连斌所说的“武林秘籍”，就是指《长子矛盾纠纷调解案例选编》
一书，到目前已出版3辑。每一辑从近几年千余件矛盾纠纷调解案
例中遴选出50余个典型案例，汇编成册，每一个案例都采用了案情
介绍、调解过程、调解结果和案件评析四部分组成。该书既是对过
去调解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是调解员在今后工作中学习规范调解程
序，把握具体调解技巧的依据。

调解文化的提炼同样需要强有力的阵地。长子在全县范围内建
立了法学会法律服务站、法学会法律服务室，实现县、乡、村三级法学
会法律服务平台全覆盖。长子县还加强乡村振兴法治建设，确定了
宋村乡、西郭村两个乡村法治试点乡村，邀请法律顾问、律师工作者、
调解员现场受理群众法律咨询，深化“法律援助助力脱贫攻坚活动”，
在多地打造了“法治文化墙”“法治文化一条街”和“法治广场”。

在调解文化的感染下，长子的农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郜海珠今年60岁，是丹朱镇同富村的村民。因为个人爱好，他

于7年前创办了丹乐民间调解所，利用闲暇时间帮助村民解决矛盾
纠纷。伴随长子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调解文化的盛行，郜海珠的
生意是一年比一年惨淡。“现在长子的矛盾纠纷是越来越少，社会治
安也越来越好了！”郜海珠笑着对记者说，“我们这些干民间调解的，
就快要失业啦！”

对于长子多元调解机制，石哲镇西汉村委会主任闫建光也有话
说，“以前村里总有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小到南瓜、豆角、玉米，大
到废铁、电线、发动机。现在呢，村里的风气是越来越好了，村民都
忙着在蔬菜园区干活，哪还有时间去搞这些有的没的！”

的确，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长子已非十年前的长子。在现代化
转型的关键时期，长子直面矛盾、化解纠纷，走出了一条具有长子特
色的“一纵多横”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之路，而这条路径也许对相
近或相同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乡村治理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山西省长子县“十年磨一剑”建立“一纵多横”多元纠纷调解机制——

矛盾不上交 化解在基层

长子县岚水乡岚水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名誉主任苏建国和他所
获得的荣誉。 本报记者 刘杰 摄

长子县岚水乡专职调解员杨连斌（右一）向记者讲述调解经历。
本报记者 刘杰 摄

长子县诉讼调解对接办公室内，60岁的王新文正在线上调解
村民纠纷。 资料图

常张乡杜家庄村民事主任郭秀芳（右一）在村民家进行调解。 资料图

长子县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六大平台分工图。
本报记者 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