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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婚姻出现问题、子女因
赡养老人发生矛盾……献县成
立我市第一家家事调解委员会
以来，帮群众调解了不少家庭纠
纷。

去年 9月，献县家事联合调
解委员会成立后，群众家庭矛盾
有专人调解，不少纠纷被化解在
诉讼前。半年来，调解员们帮助
群众解决“鸡毛蒜皮小事儿”近
百件。

老人赡养纠纷
终于得到解决

今年 3月初，经过献县家事
联合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钱英的
耐心调解，献县 76岁的李某露
出了笑颜，4个子女也舒了一口
气。

李某是我市一家企业的退
休职工，退休后回到献县老家居
住。他有一儿三女，均已成家，大
女儿在献县老家务农；二女儿和
三女儿均在天津做生意；儿子一
直在献县打零工。

今年春节前，李某因为脑出
血导致半边身子不能动弹，无法
照顾自己。“我离不了人了，想让
他们照顾我。”李某提出了自己
的诉求，可是具体赡养事宜，他
和子女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 1月，李某向法院提起了诉
讼，要求 4 个子女履行赡养义
务。

“在调解中，我发现，老人的
4个子女并不是不愿意照顾他，
只是在赡养方式上存在分歧。在
天津的两个女儿希望把他接到
天津轮流照顾，但他始终不同意，
非要她们回老家，矛盾就‘卡’在
了这里。”钱英说。

在钱英看来，“这些家长里
短的事，调解员可以巧用情理
法，防止矛盾激化”。钱英充分理
解当事人的难处，并赢得了他们
的信任。李某和他的子女，都能
感受到钱英的耐心和诚意。“如
果双方不体谅、不理解，我一个

‘外人’要进行调解，难度可想而
知。”钱英说。

今年 3月初，钱英组织李某
和 4名子女到法庭进行调解。经
过一番劝说引导、释法明理，子
女均同意每人每月给付父亲
1000 元赡养费，为父亲雇保姆
照料其生活。4名子女每月会定
期去看望他，履行赡养义务。钱
英当场为李某和 4名子女出具
调解书。

如今，李某有人照料了，子
女们对他也很关心，生活逐步恢
复正常。

一次调解
化解3个纠纷

前几天，8岁的王雪（化名）
终于回到了妈妈吴某的怀抱，并
转到沧州市区的小学，开始了新
生活。钱英说，在调解王雪抚养
权归属的过程中，他们一次性化
解了3个纠纷。

王雪的父母离婚多年，如今
各自有了新家庭。在离婚时，经
判决，王雪和父亲王某一起生
活，位于献县县城的一套楼房判
给了王某。

王雪原本在献县县城和父
亲生活，但王某再婚有了孩子
后，觉得无暇照顾女儿，于是把
王雪送回乡下和奶奶一起生活，
并在那里上小学。

“我很心疼孩子。孩子的爸
爸既然管不了，那就让我来管
吧。”吴某说，她认为不能把孩子
交给老人照顾，而且孩子在农村
得不到更好的教育。今年春节
前，王雪来沧州市区住了一段时
间，格外依恋妈妈，这也让后者
萌生了索要孩子抚养权的想法。

钱英了解情况后，通过线上
调解的方式，与王某和吴某进行
了十几次通话。通过交谈，钱英
找到了矛盾的焦点：“其实，王某
同意王雪跟着妈妈生活，但是不
愿意放弃抚养权。王某和吴某曾
有一套楼房，但迟迟没有过户。
现在因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吴
某更不情愿配合办理房屋过户
事宜。房子问题解决不了，王某
就不同意让孩子转学去沧州市
区，矛盾的症结在这里。”

钱英先从吴某开始做工作：
“妈妈对孩子的感情很深。经过
耐心调解，她愿意为了孩子，配
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后来，钱
英又给王某做了大量工作。王某
同意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后，钱英
和同事又联系教育部门和学校，
帮助王雪完成转学。

“ 一 次调解，涉及财产纠
纷、扶养权纠纷和孩子的教育权
纠纷。”钱英说，处理家务事，“和
稀泥”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找到
矛盾焦点，不能怕麻烦。有时候，
一次深谈便能让双方握手言和；
有时候，则需要多次沟通、反复
调解。

夫妻二人
重归于好

近段时间，献县十五级镇的

刘某和赵某重归于好，生活也逐
渐步入正轨。此前，两人因感情
问题，差点再次离婚。

刘某和赵某结婚 10 年了，
婚后育有两个儿子。由于赵某长
期在外打工，夫妻两地分居缺
乏沟通，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

争吵。
刘某认为，赵某不能顾及家

庭和孩子，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便向对方提出了离婚。两人于
2020年正式离婚，但离婚4天后
又复婚。今年春节后，双方矛盾
再次激化。刘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再次与赵某离婚。
得知情况后，献县家事联合

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陈娟联系了
当地妇联、司法、村委会等部门，
对当事人的婚姻情况进行摸底
后，开始调解。

陈娟发现，双方并无太大
矛 盾 ，还 没 到 感 情 破 裂 的 程
度。她认为，可以通过调解，改
善 夫 妻 关 系 ，化 解 双 方 的 矛
盾。

“我从夫妻感情入手，耐心
进 行 调 解 。两 人 离 婚 后 又 复
婚，说明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而且还有
两个孩子，如果离婚，不利于
孩子的成长。”陈娟采取迂回
策略，先是和刘某沟通，再做赵
某的工作。

调解过程中，陈娟对赵某进
行劝导，希望他多换位思考，充
分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赵某
表示今后要好好经营婚姻和家
庭。

几番调解之后，刘某表示，
为了家庭愿意与对方重归于好，
并申请撤诉。

成立半年
解决问题近百个

献县家事联合调解委员会
去年 9月成立，在献县 5个基层
法庭建立了工作站，分别是城关
工作站、商林工作站、淮镇工作
站、本斋工作站、张村工作站，重
点围绕辖区内婚姻、抚养、赡养
以及继承等方面的家事纠纷开
展调解。

这个委员会由献县法院、
献县妇联、献县司法局联合成
立，不仅配有联络员和法官联
系人，还在热心村民中选出调
解经验比较丰富的代表作为调
解员，构成了专业化的家事调
解团队。

献县家事联合调解委员会
采 取 多 元 化 的 工 作 模 式 。目
前，纠纷案件的受理方式主要
有当事人申请、排查发现和部
门推送三种：当事人申请以及
通过走访排查发现的纠纷，首
先由乡镇调解室调解，乡镇调
解不成的上交工作站，再由工
作站进行化解；部门推送的纠
纷，主要依托法院立案系统，
在接收家事案件诉讼材料后，
由调解中心调解案件，并推送
到基层法庭，再依托基层法庭
设立的工作站平台进行诉前
调 解 ；工 作 站 受 理 纠 纷 案 件
后，由法院、司法、妇联等部门
联合调解。

“多个部门对接、联动，能
客 观 、全 面 地 掌 握 来 访 人 信
息，科学整合专业资源，准确
把 握 调 解 节 点 ，促 进 家 事 调
解。”钱英说。

从化解家庭纠纷，到解决
赡养问题，献县家事联合调解
委员会解决的虽是家长里短
的“小事”，但有力地促进了社
会和谐稳定。据了解，半年来，
调解员们共调解家事纠纷近
百起。

（本版照片由陈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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