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民商事
纠纷，促进仲裁事业的发展，借鉴国际通
行做法,《仲裁法》规定了如下三个基本
制度:

一、协议仲裁制度。它是自愿原则最
根本的体现，也是自愿原则在仲裁过程
中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保证。

一方面，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必须
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双方没有这种共同意愿，
没有记载双方共同意愿的仲裁协议，就

不能仅凭单方面的意愿通过仲裁这种方
式来解决纠纷，而只能通过诉讼或者其
他途径解决。

另一方面，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对
没有仲裁协议的申请，仲裁委员会不能
受理。即仲裁委员会对案件的管辖权来
自双方当事人的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
委员会受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委员会
行使管辖权的前提。

二、或裁或审制度。它是尊重当事人
选择解决争议途径的制度，其含义可分为

两层。
第一层，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

时，应当依照协议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不能向法院起诉。

第二层，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和保护
当事人选择的解决争议方式的初衷，不
受理有仲裁协议的起诉。对于当事人已
达成仲裁协议的争议，其管辖权因当事
人双方共同的仲裁意愿而归属于仲裁
委员会，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因此而被排
除。

三、一裁终局制度。仲裁裁决作出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不
能再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能
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法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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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李某夫妇分家产引发家庭矛盾。南皮县调解员帮他们——

重新“分家”
本报记者 崔永浩

近日，在南皮县寨子镇发生一起家产
分配不均引发家庭矛盾的事件。南皮县寨
子镇调解员深入沟通、温情调解，让亲情
得以延续，使一家人和好如初。

老人想“退休”
分财产引发“家庭危机”
2024年年底，南皮县寨子镇年逾六

旬的李某生病住院，回家后感觉自己的身
体已经无法再承受高强度工作，便萌生了

“退休”的想法。多年来，李某夫妇虽然没
有固定工作，但是靠着勤劳也存了一些积
蓄。为了让两个儿子的未来生活无忧，李
某夫妇商议后决定对“家产”进行分配。

李某家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
子早已成家立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收
入稳定；二儿子自幼身体不好，常年就医
吃药，工作也因此受限，至今未婚，一直与
父母住在一起，生活上还需要父母照料；
女儿早已出嫁，生活过得也不错。

考虑到二儿子的特殊情况，李某夫妇
在分家产时，有意向他倾斜。他们将老家
的一处老宅子和少量现金分给了大儿子；
将南皮县城区的一套房产和大部分存款
分给了二儿子，想为二儿子今后的生活、
医疗等支出多提供一些保障。

李某夫妇没想到，原本针对两个孩子
不同境遇，用心良苦做出的安排，却引发
了一场“家庭危机”。

得知“分家”方案后，大儿媳当即表达
不满，认为公婆太偏心，并在家庭微信群
里发了一段语言。她表示，她的丈夫作为
家中长子，多年来对家庭付出很多，为家
中大事小事跑前跑后、花钱受累、尽心尽
力，如今“分家”却吃了大亏。

大儿媳这段言辞激烈的语音，引发了
家庭成员之间的激烈争吵。

初次调解无果
为分配问题僵持不下
从那时起，李某家的家庭气氛变得特

别紧张。反复思量后，李某夫妇怀着满心
的无奈与愧疚，向当地调解室调解员求
助。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随李某
回家。刚一进门，调解员就感受到了空气
中弥漫的火药味。

调解期间，大儿媳满脸怒容地说：“凭
什么老二就该拿大头，我们付出的辛苦不
比他少！”大儿子虽未言语，但脸色阴沉，
显然心里也憋着气。李某夫妇低着头，满
面愁容，不知该如何是好。二儿子坐在一

旁神情落寞。
见此情景，调解员赶忙轻声安抚大儿

媳，并让众人平复情绪。待众人情绪缓和
后，调解员引导众人说出心里话，并认真
倾听每个人的委屈与诉求。

随后，调解员向众人详细讲解了子女
赡养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让他们明白父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合理
分配财产。同时，调解员从亲情角度出发，
讲述了一些因家产纠纷反目成仇，最终亲
人离散、追悔莫及的真实案例，劝诫众人
不要为一时之气，毁了多年亲情。

当日，调解并未成功。李某一家人虽
然不再争吵，但是仍为财产分配问题僵持
不下。

调整分配方案
建立“家庭医疗互助金”

调解员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几天
里，走进家庭成员的生活圈子，与涉事人
的同事、朋友以及邻里乡亲沟通交流，进
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

调解员调查得知大儿子一家虽然收
入稳定，但是近几年为了孩子的教育投入
巨大，且房贷压力也很大，致使经济拮据；
二儿子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后续治疗费

用较高，受身体原因和经济条件限制，生
活也很不易。

在反复思考制定调解方案后，调解员
组织李某家庭成员进行第二次调解。这一
次调解员明显发现气氛缓和了不少。调解
员与李某夫妇沟通后，重新调整了财产分
配方案：二儿子身体不好，生活医疗开销
较大，需要稳定依靠，故城区房产依旧归
二儿子；在存款方面，李某夫妇再拿出一
部分分给大儿子，用于缓解其家中支出压
力；未来两个儿子共同承担对李某夫妇的
赡养义务。

随后，调解员又针对二儿子的身体状
况提出建议：一家人共同设立一个“家庭
医疗互助金”，由三兄妹及李某夫妇每年
按比例出资，专门用于二儿子后续的医疗
费用。

对于这个建议，起初众人担心实施
过程中出现问题。调解员当即向众人详
细讲解方案细节，并承诺他会持续跟进，
确保方案落实到位。在调解员反复劝说
下，众人都认识到这个方案既能满足各自
需求，又兼顾了家庭整体利益，还能使亲
情得以维系。

最终，在调解员的帮助下，一家人握手
言和。李某夫妇看着眼前重归于好的家人，
多日阴霾一扫而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沧州仲裁委员会
沧州国际仲裁中心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育红路46号
立案咨询电话：0317-5201695

本报讯（记者 崔永浩 通讯员
孙建）近日，青县法院调解员调解一起
欠款案，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

青县的宋某和李某是朋友关系。
2022年年底，李某找到宋某借钱，称
其有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只差启动
资金，只要运作得当，就能赚不少钱。
出于朋友间的信任，宋某借给李某3.5
万元。李某当场承诺两年内还钱，并
给付高额利息。

借款到期后，李某却未还钱。宋
某多次联系李某，李某却以各种理由
推脱。随着时间推移，李某的借口越
发敷衍。宋某无奈，将李某告上了法
庭。由于案件事实清楚，青县法院法
官当即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对此案
进行调解。

调解期间，宋某情绪激动。他认
为，李某违背了当初的约定，使他陷
入经济困境，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李某明显理亏，却仍在为自己的行为
找借口。调解员分别与双方沟通，从
法理和人情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劝解。

在调解员的调解下，李某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当场向宋某诚恳道歉，并
承诺尽快制订还款计划。最终，在调解
员的见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李某分期偿还宋某3.5万元借款，不再
支付高额利息，改为额外给予一定补
偿；在此基础上，宋某同意撤诉。

近日，盐山县人民
检察院联手多部门在盐
山县盐百生活广场开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
动，增强消费者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
力。

本报通讯员 摄

30余名工人被欠薪
海防民警帮讨回

本报讯（通讯员 张瑞 记者 唐慧）近
日，沧州海防管理支队南排河海防派出所民
警帮助30余名建筑工人拿回被欠工资。

近日，沧州海防管理支队南排河海防派
出所民警在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建筑公司
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累计高达数十万元。民警
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发现该建筑公司共有30
余名建筑工人分别被拖欠工资，数额从2000
元至1万元不等。

民警多次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沟通。起初，
对方以资金周转困难、订单尾款未收回等理
由推诿。民警没有放弃，秉持公正、负责的态
度，一连 10余天，耐心向对方讲解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告知他拖欠工资可能给企业自身
带来的不良后果。最终，建筑公司负责人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同意给付拖欠的工资。

近日，在民警的帮助下，30余名建筑工
人终于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

借钱不还闹上法庭 调解员帮双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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