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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萍调解工作室成了古山镇

的矛盾调解纠纷“金名片”。2020年以

来，海萍调解工作室为古山镇调处劳

资、工伤、婚姻等各类矛盾纠纷共计

876 起，涉案金额达 2000 万元，调处成

功率 97.6%，涉及死亡及群体性重大纠

纷40余起，均在最短时间内调解成功，

着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真正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为古山镇打造“市域副中心”总目标奠

定了平安基石。为了进一步把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俞海萍还坚持将普法宣

传融入调解工作，受到镇领导和同事的

充分肯定，先后获得永康市法律援助先

进个人、优秀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司法

行政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纵使光环加身，俞海萍对待当事人

的态度未改，坚持司法为民的初心不

变。眼看打电话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越

来越多，俞海萍便将手机保持 24 小时

开机的状态，再忙再累也会认真接听；

上门委托她帮忙调解的当事人身处各

行各业，于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建筑

工地⋯⋯都出现过她的身影。

古山镇作为工业强镇，外来人口密

集，与土地经营、工伤、劳资等生产经营

相关的矛盾纠纷较多。因此，外来务工

人员也是海萍调解工作室的常客。“以

前，他们总担心我在调解过程中会偏心

本地人，其实，他们想多了。作为调解

员，我一定会处理得及时、公正、到位。”

俞海萍在调解中秉持一视同仁的原则，

笑脸相迎，温情劝解，慢慢打消了外来务

工人员的顾虑。一来二往，那些受她帮

助过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都与她熟络起

来，纷纷亲切地唤她“萍姐”。

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广大群

众的嘱托，鞭策着俞海萍以更高标准要

求自己。一有空，她就迫不及待去充

电，书架上的民事调解相关书籍也在不

断增加。“如果在调解中无法做到依法

处理，以法服人，那不就辜负了大家的

信任了吗？我必须把法律学懂吃透，学

在前面，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俞海萍

坚信，为民服务没有休止符。海萍调解

工作室将继续用心用情为群众搭建“连

心桥”，为古山镇筑牢“和谐墙”。

闹矛盾有纠纷 找萍姐准没错
“海萍调解工作室”帮助古山群众解了不少心结

在古山镇，有位家喻户晓的“金牌调解员”——“萍姐”。大家都说，哪家闹矛盾、谁和谁有纠纷，找萍姐准没错。大家口中的“萍
姐”，正是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俞海萍。2019年2月，“海萍调解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使用，这是古山镇首个
以调解员个人名字命名的品牌调解室。

任重道远，步履不停。不知不觉间，48岁的俞海萍已经在民事调解这条路上辛勤奔走了20年。在群众眼里，她就像一个“灭火
器”，总能在第一时间扑灭纷争的火苗。而俞海萍则形容自己是一只萤火虫，力量虽然有限，却始终尽己所能推动古山镇的平安建设
工作，照亮人们的心灵。5月17日，记者跟随这位人民调解员，近距离感受她是如何定纷争、暖人心的。

细致入微 善做化解纠纷的“铺路石”

上午 10 时，古山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内，气氛凝重。“发生这种事情，双方

自然都心情不好，我再去劝劝你的老

板。不过，你也要放平心态，执意怄气

有用吗？有诉求，更要积极配合协商

呀！”俞海萍率先开口，一边劝慰愤愤

不平的当事人刘某，一边拨通了另一

名当事人的电话。

据了解，外来务工人员刘某到古山镇

世雅下街村的一家企业上班，谁料第一天

就发生了意外，他在车间作业时不慎被

角钢割裂右侧面部，遂要求厂方一次性

赔偿6万元。可由于事发突然，该企业甚

至还没来得及为他购置工伤保险，这就

意味着企业主须全款承担这笔赔偿款。

俞海萍自4月初接手此案，当天已

是第四次进行调解。经过前期劝说，

刘某答应作出让步，把索赔金额降至

2.5 万元。尽管如此，企业主在电话中

态度强硬，一口咬定只付 1.5 万元。调

解再次陷入僵局，俞海萍进退两难。她

轻轻叹口气，又迅速鼓起劲来两头跑，

清脆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荡⋯⋯

两个小时的忙碌没有白费，当事

双方把心结说开后，各退一步，当场签

署了调解协议。俞海萍又细心叮嘱了

几句，随即抱着厚厚的一摞资料匆匆

离开，准备返回调解工作室。在那儿，

还有许多案件等着她处理。

海萍调解工作室并不大，约莫 40

多平方米，却见证了无数感动与泪

水的瞬间。吵得面红耳赤的邻里街坊

握手言和，常年互不理睬的婆媳团坐

一席，因家庭矛盾数次报警的夫妻关

系回暖⋯⋯纠纷的起因各不相同，但

调解结束时的情景总是类似——当事

人拉着俞海萍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平定纠纷，光靠能言善辩可不行，

“细致入微”是俞海萍的调解秘诀。她

指了指工作室墙上“望闻问切”四个大

字，表示中医问诊那一套也能用到案

件调解中。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情绪

变化调整调解方案，摸清当事人意图

确定调解要点，询问案件疑点作进一

步了解，适时找准切入点制定调解协

议，“细致地做好每一步，理清前因后

果，找到双方满意的平衡点，再麻烦的

民事纠纷都能处理得明明白白。”

授人以渔 乐当调解新兵的“引路人”
俞海萍并非半路出家。凭借扎实

的法学功底，2002年，俞海萍曾在市为

民法律服务所从事调解工作，也正是

从那时开始，她对人民调解工作产生

了浓厚兴趣。同年，俞海萍受聘为古

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从

特长到专职，一干就是20年。

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俞海萍积

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2020 年 6

月，我市首届村级中青班在古山镇开

班，她被委以“传帮带”重任，成为一名

实践导师。其间，俞海萍不止一次告

诉学员：“调解工作没有捷径可走，最关

键的就是一个‘磨’字，要舍得为促成和

解投入时间和精力。”所言非虚，成立调

解工作室后，她在家里的时间不断“缩

水”，更多的是陪着当事人唠家常、谈感

情、讲故事、论法律。调解工作室的灯，

常常亮到深夜甚至是次日凌晨一两点。

两个月前，在一起生命权纠纷案

件中，当事人徐某在从事粉刷工作时

不慎从高处摔下，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俞海萍了解到死者家属窘迫的家

庭情况后，便马不停蹄进行协调，希望

能尽快保障一家老小的生活所需。同

时，当她看到对方因巨额赔偿费用而

不堪重负，又出面说服死者家属同意

对方按月分期支付补偿款。俞海萍不

分昼夜地奔走，促成这起棘手的案件

在短短 3 天时间里就调解成功。她所

想的不再是办理手头一个案子、完成

一桩任务，而是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

心头的急难愁盼。

这位“金牌导师”由内而外体现出

的责任感也鼓舞了学员们。“师傅，节

日快乐！我要对您说，感谢您的耐心、

细心和专业，让我得以扎实成长，为农

村工作贡献青春力量。”俞海萍翻出一

条去年教师节收到的信息，害羞地笑

了。这是她在中青班的“徒弟”——古

山镇下朱村团支部书记朱新科发来的。

朱新科作为“红色代办员”在调解

工作室学习期间，正好碰到一起幼儿

园的矛盾纠纷，当事双方僵持不下，以

致影响了幼儿正常入学，家长愤然数次

报警。为此，缺乏实战经验的朱新科前

来取经，俞海萍热心地辅助其组织调解，

事后又主动与他交流心得。

现场观摩过几次调解工作，朱新

科深刻体会到了调解员的难处，但俞

海萍的拼劲与韧劲在他的心里扎了

根：“我要向师傅多学习。调解并非耍

嘴皮子、和稀泥，而是需要深入调查矛盾

根源，认真倾听当事人心声，熟练掌握法

律法规，方法到位才能有效化解纠纷。”

看着这些青年调解员一步步成长

起来，俞海萍的脸上不禁流露出“后继

有人”的欣慰。她目光如炬，立志当好

这些调解新兵的引路人，推动青年调

解员的队伍不断壮大。 融媒记者 马忆玲

俞海萍为双方当事人调解纠纷

成功调解后，俞海萍与当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