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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老娘舅”化矛盾于无形
□本报记者 张瑜 文/图

这是一群活跃的“老娘舅”，他们用一颗公心调和遗产纠葛、夫妻矛盾、邻里纠纷、工伤事故……让家庭重回温馨，让矛盾得到化解，让社会更加和

谐。这是一群活跃在太仓各个村、社区的80、90后“老娘舅”，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想法肯钻研，为人民调解队伍注入新活力。

被称为“老娘舅”的人民调解员，过去大
多来自退休干部、党员，有阅历有威望，年龄
是他们从事调解的资本。而80、90后“老娘
舅”的年轻却成为调解工作中的一道“坎”。

93年出生的陆艇是康乐社区的一名兼
职调解员。2019年进入社区工作的他，第
一次调解令他终生难忘。当时入职还未满
月，一位居民来到社区想找书记“评评理”。
当时，陆艇接待了这位居民，细心地听他诉
说关于家里老宅继承的纠纷。“当时没什么
经验，我认真地做着笔记，希望不要遗漏关
键点。没想到当事人说了一半突然停下来
了。”陆艇回忆说，后来当事人很气愤地丢下
一句“我讲给你听有什么用？”“他的语气不
太好，我听着也很刺耳。”陆艇说，出于职责，
自己依旧尝试与他沟通，安抚其情绪，心里
却非常郁闷，年轻什么时候成了一种“错”？

“这种情况当年我遇到太多了。”万丰村
调解员陈振威笑着说。86年出生的他，从事
村里的调解工作已经7年，早年间因为缺乏
调解经验让调解陷入“僵局”。“曾经遇到一
件权责道理非常明确的纠纷，我在了解情况
之后，很快给予了调解结论。”陈振威说，就
是因为“太快”，当事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

“结果”，因为其情绪未得到纾解，导致简单
的矛盾不断拉锯。“当事人会认为你太年轻
了，没有生活经验，有什么资格妄下定论？”
陈振威说，年轻的标签，让他们在调解矛盾
过程中略显尴尬。

缺乏经验，说话“没分量”，这在调解工作
中是“硬伤”，年轻人能当好“老娘舅”吗？凡事
都有两面性。年轻“老娘舅”好学、善学，且有
一定的法律基础或专业的社区工作经验。

伟阳社区的“老娘舅”王莺83年出生，在社
区工作多年。“我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接触
调解工作以来，我一直自学法律。”王莺说，目
前自己最关注的就是《民法典》，有空就通过微
信、抖音等平台自学，获益良多。“如果遇到复
杂纠纷，自己知识范围无法辨析，我就会联系
社区的法律顾问。”王莺说，有一次她一边调解
一边拨打律师电话，一遍又一遍详细咨询法律
条款。“我觉得不懂就要问，很多调解不能依赖
经验主义。”王莺说。

年轻“老娘舅”敢闯敢拼，百折不挠。陆艇
告诉记者，因为年轻没经验，调解工作难有进
展，但他偏“不信邪”，利用本地人的“方言优
势”，陆艇经常走访辖区住宅小区，加强与群众
交流。赶上小区居民反映问题，他第一时间帮
助解决，如楼前的垃圾桶脏了，联系保洁人员
处理；小区车堵住了，第一时间联系挪车……
很快，社区里都知道“小陆”这个热心人，居民
有矛盾也会找他诉说，调解工作渐渐展开局
面。如今，陆艇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刚满2年，已
经能够独立处理简单纠纷。

陈振威过去曾在公安特警队工作，具有一
定的法律基础，他告诉记者，特警工作教会他
理性分析，调解工作教会他保持耐心，调解能
力就这样在摸索中慢慢精进。

因为年富力强，社区里年轻的“老娘舅”
们还要兼顾其他工作，虽然工作内容繁杂，但
调解工作要占用他们一半以上精力。陈振威
告诉记者，前不久他调解一个老房析产纠
纷。房主夫妇均过世，女儿继承了房产，但叔
叔主张其中一间房屋属于自己，并拿出了当
年订立的协议。“这起纠纷涉及陈年往事，又
有老宅基产权的问题，一方面要与当事人详
细沟通，实地走访，另一方面还要去相关部门
了解当时的政策，并咨询律师给予专业意见，
看似简单的家庭财产纠纷，调解起来可能要
十多天甚至个把月。”陈振威介绍，这些奔
波、咨询、确认是“必修课”，只有明明白白的
政策、法规、依据才能让当事人信服，促成调
解。“虽然牵扯很多精力，但看到一桩矛盾得
到化解，乡里乡亲的生活恢复平静，还是挺有
成就感的。”陈振威说。

王莺介绍，做调解根本不可能朝九晚五，
一般都要趁下班后、节假日等当事人有时间
的时候。“每次长假，往往是最忙的时候。”王
莺笑着说，记得十一长假值班时，就有一位社
区的老大妈哭哭啼啼来到社区，痛斥儿媳不
孝。她接待了大妈，并联系儿媳开展调解，当
天忙到了晚上七八点才平息了矛盾。“一旦调
解开始，时间就不能自己掌握。”陆艇说，顺
利的话一两个小时，若遇上情绪激动的，要

“背靠背”双向调解，耗时可达数个小时。“调
解一般不能中断，否则前面的铺垫工作可能
就白费了。”陆艇说，若下班时间开展调解，
再忙几个小时都是常事，他早已习以为常，只
是难以兼顾家庭，心里有所亏欠。

基层人民调解员充当着基层一线的“稳定
器”，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
生力量的加入是现实需要，但仅依靠年轻人摸
索前行是不够的，需要完善传帮带的机制，让
更多“新生血液”尽快进入良性循环。

城厢镇“老张调解室”获评“江苏省金牌个
人调解工作室”。工作室负责人张立新是镇里
的调解“带头人”，他带出的“徒弟”不下百人。
他告诉记者，城厢镇重视调解队伍的更新换
代、基层调解队伍的孵化培养，已经培育出多
个基层调解工作室、志愿者队伍，在老带新中
不断优化队伍结构，目前各村、社区80后的调
解员已经占30%以上。“调解员的培训分理论
和实践两个方面，每季度调解员都将接受理论
培训，其余时间开展不定期的实践学习。”张立
新介绍，每个调解员每年实践学习不低于2个
月。理论培训，以法律知识学习、案卷制作等
方面为主。“实践学习，就是跟着资深的调解员
一起开展调解工作，在真实的调解案件中体会
学习。”张立新表示，通过理论加实践，调解员
往往成长很快，这一套经验已经运用于全市。

“我非常喜欢实践学习。”陈振威说，这么
多年他依旧愿意每年跟着老张调解一些“疑难
案件”。“能学到不少技巧。”陈振威表示，调解
是与人沟通，需要很多技巧，此如，一句话说得
轻、重、好、坏，可能决定调解的成败。这些可
以在实践学习中细细体会、内化吸收。

被称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不仅仅是
提供基层矛盾纠纷解决的渠道方案，也兼济关
系修复和民众心理支持的功能。作为新时期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员发
挥的作用巨大，面对争吵、不理解，他们要付出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吸引更多新生力量加入
调解工作行列，这需要有关部门优化体制机
制，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规范调解员的培
训，增强人民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保障人民调解队伍的稳定，让他们在基层拥有
广阔的干事创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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