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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早上 7 点钟，周建
明吃完早饭，就出了门。

这一天，他要和村里两户有
矛盾的人家坐到一起说点儿事。

经过一上午的劝导，两户人
家的主人在周建明的调解下，握
手言和。

“和事佬”

周建明是献县十五级镇东
韦庄村人，也是十五级镇“和事
佬”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之一。

说起在镇里建“和事佬”志
愿服务队，献县十五级镇党委书
记韩金彪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
村里的“疙瘩事”。

韩金彪在乡镇工作了 14
年，对乡镇的工作比较了解，也
经常参与一些村里的民事纠纷
调解。

在为村里做调解工作的过
程中，韩金彪发现了这么一个现
象：“一人难称百人心。村里发生
民事纠纷后，有的事儿村干部可
以调解，有的事儿村干部不方便
参与，或者调解不成。”

韩金彪说，为此他也没少犯
难。

韩金彪还总 结 出 一 条 规
律：村里的纠纷请村上一位德
高望重的人来当“和事佬”和村
委会或者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配
合一下，解决问题的效果“事半
功倍”。

经历的多了，想的也多了，
韩金彪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为
啥不把这些“和事佬”请出来？

去年春天，韩金彪把这一想
法付诸了实践。

“全镇 19个村，每个村里至
少选出 1人，这些人要在村里德
高望重、热心公益，还要懂法、懂
理、懂情。”韩金彪说。

最终，经过筛选，23位老人
成了献县十五级镇“和事佬”志
愿服务队的成员。

这些人有的是退休教师，有
的是退休民警，还有的是村里红
白理事会的负责人。

“这些人平均年龄 70岁，别
看这些人年纪不小，但调解起村
民邻里纠纷，比年轻人厉害多
了。”韩金彪说。

10棵大树

十五级镇东韦庄村的周建
明是23位“和事佬”之一。

周建明今年 70 岁，是村子
里德高望重的老人。

如今，周建明还有了一个新
的外号叫“周大兜”。

“就是说，什么纠纷只要找
到周建明，他都能给兜住底，把
事情解决了。”韩金彪说。

周建明说，其实他调解纠
纷，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邻里之间的纠纷要想找我
调解开，就一条原则：双方都得
认‘吃亏’。”周建明说，双方如果
都想占便宜，矛盾解决不了。

一个多月前，村上两位村民
因为几棵树找到了周建明。

原来，这两户村民是前后院

的邻居，后院邻居家有几棵 20
多年的大树。

因为大树长得比较茂盛，所
以有一部分树冠伸到了前院邻
居家的房顶上。

就因为这个事，双方争执不
下。

“其实，几年前这两户人家
也因为这个事闹过，但始终没能
调解好，今年他们找到我这里。”
周建明说。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建明先
跟两家说明，“找我调解可以，但
你们双方都得认吃亏。”

在调解的过程中，当过老师
的周建明和双方讲了安徽桐城

“六尺巷”的典故，也说明了邻里
之间各让一步的重要性。

看到双方都同意周建明的
观点后，周建明说，要解决邻里
之间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砍
树。

“刚开始，后院的邻居还有
点不同意。”周建明说，“毕竟树
已经种了 20多年了，咱也能理
解人家的心情。”

周建明又跟后院邻居聊了
几句，最终后院邻居同意做出让
步，砍树、卖树。

可这时候，又一个问题出现
了，后院邻居家要砍的树一共有
10棵，想要卖1800元钱。

但买树的人给出的最高价
只有1600元。

在周建明的调解下，前院邻
居拿出 200元，补齐后院邻居的
1800元钱。

“虽然双方都吃了点儿亏，
但事情也算解决了。”周建明说。

“管得宽”

71岁的李德华是献县十五

级镇西杨庄村人，也曾是十五级
镇派出所的一名辅警。

李德华做辅警的时候，就比
较擅长处理一些纠纷。

退休后，因为他热心肠，既
讲理又懂法，这些年，找李德华
调解纠纷的村民很多。

因为调解纠纷能力比较强，
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亲切地称他

“帮大哥”，李德华也因此被授予
“金牌调解员”的称号。

去年春天，李德华也积极地
加入了“和事佬”志愿服务队。

和别的“和事佬”不太一样，
李德华管得有些“宽”，不仅管调
解本村的纠纷，很多外村的人也
会请他去调解纠纷。

去年夏天，李德华邻村的两
户人家把李德华“请”了去。

这两户人家不是普通的邻
居，两家的户主是亲叔伯兄弟。

两家的纠纷缘于一块宅基
地，原来兄弟中的哥哥一家长年
在外打工，弟弟一家一直生活在
村里。

哥哥家有块宅基地，弟弟一
直帮忙照看着。

几年前，哥哥想回老家在宅
基地上盖房子，弟弟却一直阻
碍，不想把宅基地还给哥哥。

因为这块宅基地，哥俩打了
好几年的官司。虽然相关部门做
了判决，但这块宅基地一直没给
到哥哥手里。

为此，兄弟两家已经几年没
有说话。

为了解决这件事，兄弟俩所
在村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李德华，
让他帮忙给调解调解。

李德华与这兄弟俩见了两
次面，“当时两个人情绪都很激
动。”但通过见面，李德华看出，
兄弟俩其实都是重感情的人。

李德华认识的人比较多，这
其中有兄弟俩的朋友、同学、表
兄弟等。

一天上午，李德华把兄弟俩
以及兄弟俩的朋友约到了一起，
跟他们讲亲情友情的重要性。

那天中午，几个人又一起吃

了顿饭。
在李德华的调解下，在亲朋

好友的劝说中，兄弟俩握手言
和。

如今，哥哥的新房子已经在
那片宅基地上盖起来，因为哥哥
不在家住，哥哥让弟弟一家先住
在新房子里。

解“疙瘩”

李德华说，这样的事儿，他
一年要调解近百件。

小营村的付光利是一名退
伍军人，也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
的负责人。

作为“和事佬”，前段时间，
他刚刚让村上的邻里两家人握
手言和。

付光利说，这两家人也是因
为宅基地的事，打得不说话。

他一次次上门，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可能是因为他的真诚
感动了双方，最终这两家人各自
做出让步。在付光利的调解下，
他们握手言和。

“村里出现矛盾比较多的，
就 是 宅 基 地 纠 纷 、彩 礼 问 题
等。”付光利说，为了能让自己
的调解能力越来越强，他闲着
的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一些调
解类节目，在广播里听一些调解
类广播。

“和事佬”们还有一个工作
群，大家会不定期地在群里分享
调解知识、法律知识。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
干调解工作的热情还很高，所以
学习积极性也很高。”李德华说，
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就是想让
邻里之间的纠纷少一些，大家生
活得更和谐一些。

不仅仅是“和事佬”们自己
积极主动地学习，献县当地也给
这些“和事佬”们搭建起了学习
平台。

今年献县法院、献县司法
局、十五级镇政府联合在十五级
镇大董庄村建起十五级镇法治
驿站。

负责该辖区的献县法院城
关法庭工作人员，还把农村矛
盾纠纷较多的借贷、离婚、彩
礼、赡养等法律法规案例张贴
上墙，就连借条该如何写都做
出示范。

“有了专业人员的帮助，我
们的调解工作做起来就更顺利
了。”李德华说。

如今，一年时间已经过去，
韩金彪说，建“和事佬”志愿服务
队这个决定做对了。

因为这一年，“和事佬”志愿
服务队成功解决村民之间的矛
盾纠纷280多起。

“家庭矛盾、邻里不和、宅基
地纠纷……这些看似司空见惯
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好，也很麻
烦。”韩金彪说，“和事佬”的作
用不是“和稀泥”，而是在镇党
委、政府领导下，帮助村党支部
把村内事务管理好、协调好、处
理好，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

“归根结底是让我们的村民
之间越来越和气，越来越和谐。”
韩金彪说。

献县十五级镇23名“和事佬”——

一年为村民解决280件“疙瘩事”
本报记者 张丹 本报通讯员 常琳 摄影报道

李德华李德华（（左左））为村民调解纠纷为村民调解纠纷

周建明周建明（（左左））正在调解正在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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