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深化法院
廉政文化工作，充分发
挥亲情寄语的重要作
用，引导干警树立公正
司法、廉洁自律的法律
意识，近日，新郑市法院
举办廉政亲情寄语背后
的故事演讲比赛。

比赛中，干警和干
警家属从真实情感出
发，用朴实的语言畅谈
了法官工作的体会，诠
释了公正廉洁的定义，
讲述了一个个亲情寄语
背后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兵李亚 摄

亲情助廉 彰显大爱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内涵，庆祝建党92周年，7月1日，新郑市
司法局开展了“中国梦·我的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题座谈会。该局党组成员、各支部书记、
党员等2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并进行了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王军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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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风采

正是凭借着这份真诚，从事控告申诉
工作以来，他先后息诉罢访信访积案 13
件，调解处理矛盾纠纷80余件，平息集体
上访和越级上访 12 件，其中省委政法委
督办案件 4 件。他所在的控申科被评为郑
州市“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而他个人
连续两年被评为郑州市“处理涉法涉诉
工作先进个人”和新郑市第八届“十大
杰出青年”。面对成绩，他显得很淡然：

“我所做的，不过是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和
良心罢了。”

老李是新郑检察院的老上访户，2006
年因涉嫌妨碍公务犯罪被检察院批捕，
后考虑到犯罪情节轻微，警民关系不宜
激化等因素，经该院检委会研究对其作
出不起诉决定。但老李认为自己不是犯
罪，于是开始了近六年的上访路，多次
到各级检察院、政法委，甚至到北京上
访，由于情绪过激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
响，此案被省政法委和省检察院列为限
期督办案件，上级领导为解决该案多次到
新郑调研。

为能处理好这一案件，左宪海开始一
趟趟往老李家里跑。第一次去，他被劈
头盖脸骂了一通；第二次去，他的衣服
被撕破；第三次去，门还没进，就被一
盆脏水浇透……找当事人不行，左宪海
就找村里有威信的老人、找老李的子
女，一次次请老李吃饭聊天，消除隔
阂。真诚让老李对左宪海逐渐有了信任，
愿意耐心听他说话。左宪海不厌其烦地
给老李摆事实、讲道理，慢慢地老李终
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检察院的
处理决定，不再上访。

在这两个多月里，他跑了老李家 17
趟，家在郑州的他没回去过一次，妻子

同样忙于工作，家里 4 岁的女儿就天天由
邻居照看。在这期间左宪海的父亲在北
京做心脏搭桥手术，他也没能在身旁陪伴
一天。

老李的案件仅仅是左宪海在平时工作
中的一个缩影。在检察院接待大厅，左宪
海整日都要面对像老李这样情绪激动的上
访群众。这中间有不听劝解，鞋子一脱，
躺在大厅长椅上赖着不走的；有情绪激
动，上访期间突发心脏病的；有脾气暴
躁，将接待大厅的电脑、办公座椅全部砸
坏，将左宪海手机摔碎的……

面对这样的情形，朋友、家人曾经都
劝他换换岗位。左宪海反而劝他们说，什

么岗位都要有人干，领导既然把咱放在这
个岗位上，那干好工作就是职责所在。

“在其位，谋其政，干的就是这活儿，不
能因为受点委屈，遇到点危险就退缩。只
有用真诚才能打动群众，群众才能信任我
们，解开了他们的心结，才能从根本上息
诉罢访。”

于是，他 给 赖 在 接 待 大 厅 不 走 的
人 亲 手 端 来 饭 菜 ；他 把 突 发 心 脏 病 的
人 亲 自 送 到 医 院 ，还 垫 付 了 2000 块 钱
的 医 药 费 ；他 给 生 活 没 有 依 靠 的 上 访
户 ，联 系 乡 村 护 路 员 的 工 作 ，让 他 们
自食其力……

左宪海一次次用真心换取了群众的信
任和理解。老李签息诉罢访协议的那一
天，拉着左宪海的手说：“小左，你是个好
人啊，愿意听俺老百姓说话，还帮我们找
工作，以前俺老婆还对你又打又骂，现在
我们都后悔了。”听完他的话，左宪海的
眼睛湿润了，这其中有委屈的释放，有误
会的解脱，更多的是体会到老百姓对自己
工作认可的喜悦。

用真诚奏响和谐乐章
——记新郑市人民检察院控申科科长左宪海

本报记者 刘佳美

他叫王援方，现年 75 岁，是孟庄镇石
槽王村一名普通的调解员。曾当过法庭审
判员的他工作积极主动，立足本职，尽心尽
力。只要群众需要，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化
解一个又一个矛盾，调解一个又一个纷争，
还大家一片安宁。

近日，记者来到孟庄司法所，见到了这
位名声在外的民调员。

身体健康的他笑着向记者谈起自己的
工作：“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算是我的老本
行，也是我最乐意做的事。这么多年的工
作实践告诉我，虽然民调工作不是太好做，
但是把握住‘如何控制当事双方的情绪’，
就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
初始阶段。把握不好就会出现出力不讨
好，造成矛盾激化，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违法

犯罪的事情，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老王向记者说：“记得有一次，一位农

户找我说他家的一头猪丢了，全家找了好
久，最终在同村别人家的猪圈里发现，可是
那家人硬说是自己买的猪，两家就这样对
上了。当时我和治安员赶到的时候，气氛
已经很紧张，很有可能两家人因为这只猪
打起架。”作为民调员决不能让这种事情
发生，于是他和治安员先安抚两家的情
绪，将事态稳定下来。在征得双方同意的
情况下，将猪装进麻袋，带到两里地外，让
其自行认路回家。最终这只猪回到原来
主人家，另一家人见事实摆在眼前，谎言
被揭穿，惭愧地道了歉，双方达成谅解，和
好如初。

作为一个民调员不仅要有一腔热情，

还要具备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识，特别是有
关家庭纠纷、邻里矛盾方面的。为此，老王
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其他民调员一起学
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婚姻
法》、《民法通则》、《土地承包法》等。在调
解时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
法调解、以理服人、依法教人。

老王说：“去年快过年时，镇上一个社
区建筑工地突发状况。由于承包方资金短
缺，给工人发不了工资，民工没法回家过
年，这下可炸开锅，20多名民工情绪非常激
动，扬言要跳楼，局势一触即发。当时我一
边向乡政府汇报，一边立即赶往工地现场，
安抚民工情绪，与建筑方和民工代表们协
商。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承包方
将拖欠工资付给民工，民工承诺不再闹

事。”老王说，“这事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但是只要及时去处理，去调解，就能把
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好百姓的
利益，把损失降到最低。”

老王就是这样在基层调解战线上默
默耕耘，热爱人民调解工作，热心人民调
解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如今整个社
会大环境好，作为一名民调员，我的心态
也好，身体也硬朗，我就希望一如既往地
干下去，踏踏实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为
大家的和谐幸福生活奉献出自己一生！”

临走，孟庄司法所所长王景周告诉
记者，别看这些人民调解员都是“小人
物”，但是他们却能办大事，好多事儿都
是他们化解在萌芽状态，如果没有他们
这道“防火墙”，小事儿也会变成大事儿！

甘为民调献一生
——记新郑市孟庄镇石槽王村人民调解员王援方

本报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王军现刘岩岩

庭审观摩促进
调解员素质提升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通讯员 高兵）近日，新郑市
法院与新郑市司法局联合组织特邀调解员、人民调
解员到新郑市法院庭审直播现场观摩旁听一起装
修合同纠纷案件。

通过此次旁听庭审实践，将调解员的理论学习
与实践调解技巧进行了有机融合，切实提高了他
们的调解水平，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规范化，更大限
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全力以赴做好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 通讯员 王军现）新
郑市深化平安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月活动动员会
结束后，新郑市司法局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全体会
议，认真传达学习研究部署。成立了由党组书记、
局长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环境综合整治
月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环境综合整治月活动
实施方案。

为扎实认真开展好环境综合整治月宣传活
动，该局编印了环境综合整治法律宣传彩页资料
和《农村实用法律知识读本》，并及时分发到各乡
镇和重点人群。此外，该局还专门布置了环境综
合整治月活动宣传车，在市区、农村主要路段张
贴宣传标语、悬挂横幅、制作普法宣传栏等，深入
到城区和农村进行广泛宣传发动。

“如果把法院比作化解矛盾
的‘大医院’，我们调解队就应该
是‘纠纷社区门诊’，我就是化解
社会矛盾的社区门诊医生。”近
日，新郑法院夕阳红调解队队员
安合运成功调解了一起赡养案件
后，笑着对双方当事人说。

目前，新郑法院案多人少的
矛盾突出。该院在全力构建多元
化解决纠纷机制的基础上，聘请
了一些从各个岗位上退休的老
干部组成夕阳红调解队，专门进
行诉前调解，也为社会管理工作
打开了新局面，进一步整合社会
资源，实行“三调联动”、诉调对接
中心、协助调解制度，全力构建多
元化解决纠纷机制。新郑法院
院长王栋说：“调解队员亲和力
强，一般的矛盾在诉前就能化解
掉，减轻了法官的压力。”如今，
夕阳红调解队已经聘请了 5 名
退休老干部作为夕阳红调解员。

从新郑市民政局副局长职位
退休的付文涛，也加入到了夕阳
红调解队。对付文涛来说，离婚
案件是他调解案件的主要类型，
也是他的工作强项。“每次碰到
闹离婚的案件，我总是告诉他
们，‘一日夫妻百日恩’，让他们
好好回忆一下曾经的过往，冷
静下来好好想想再决定要不要
离婚。”面对着一对对吵着要离
婚的夫妻，付文涛总是耐心地
劝解。

城关乡的高某和陈某同住
一个村子，今年 3 月因为地边发
生了纠纷，后来案子转到了付
文涛手里。当被告人陈某看到
付文涛在刮着大风的天气里，
不顾劳累到自己家做调解，十
分感动，最终静下心来和平沟
通，案件调解成功。用付文涛
的话说：“老了能发挥余热，为
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点努力，值！
百姓给百姓调解案子，群众更容易接受。”

如今，在新郑法院的指导下，调解队帮助辖
区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看好了一些“头疼
脑热的小病”，几个月里，解决各类纠纷 20 多件。
没让“小病”转成“大病”，没让一些鸡毛蒜皮的
小纠纷酿成大事故。

“QQ、微信”成为涉案
未成年人帮教新平台

本报记者 边艳高凯 通讯员 杨丽

“新检元素”是新郑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检察科”注册的QQ、微信账号，所加好友都是该院
办理的未成年及成年在校学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未成年被害人。该院未检科的四名干警无论上下班，
每天都会时不时地登陆“新检元素”看一看，和这些特
殊的网友聊聊天、谈谈心，这已经成为他们工作内容的
一部分。

袁某是该院办理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的嫌疑人，
因为系未成年人，且与该案的被害人达成了刑事和
解，该院最终对其做出 了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决 定 ，并
对其设置了为期 6 个月的考察期限。有了“新检
元素”，承办此案件的检察官改变了以往每月要
求附条件不起诉人员进行一次书面思想汇报和定
期 提 交 从 事 公 益 活 动 证 明 的 做 法 ，将 袁 某 加 为
QQ、微信好友。刚开始，只是要求袁某通过 QQ 提
交每月的思想汇报，并通过微信实时传送从事公
益活动的照片和资料。承办检察官将其传回的电
子信息及时保存归档并打印出来制成考察档案。
慢慢地，除了接受汇报资料之外，承办检察官也时
常通过 QQ、微信平台和袁某聊聊天、拉拉家常，发
送一些有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信息、图片。时间
长了，袁某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小问题，思想上有了
什么小障碍也会向检察官诉说，谈谈心、聊聊想
法。久而久之，袁某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变得无话
不谈。“她从没歧视过我，真心和我聊天，总是给我
提一些正确的建议，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
小袁告诉记者。从他的话语和表情中，能够感受到
他很喜欢这样的沟通方式，他与检察官在心灵上的
沟通实现了“零距离”。

目前，该院正在筹建网络心理咨询师团队，吸纳本
院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干警和社会上愿意从事涉案
未成年帮教公益活动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共同进驻“新
检元素”，和这些特殊的好友，有针对性地聊天谈心，逐
步引导他们走出低谷，重拾人生。“用我们检察官的微
力量成就涉案未成年人的人生大舞台，这就是‘新检元
素’的内涵，也是我们每一位检察人员共同奋斗的目
标！”该院未检科检察官刘春莉说。

严打“两抢一盗”
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边艳）当前正值夏季，是入室盗窃、

飞车抢夺等“两抢一盗”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季节，给
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也给社会
治安大局带来一些隐患。为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
益，保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新郑市公安局向“两
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展开了猛烈攻势，坚决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

“两抢一盗”是指抢劫、抢夺、盗窃等三类多发性
侵财案件。是目前发案率较高的案件，也是老百姓
深恶痛绝的事情。

电动车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交通工具，
其中一部分人也会遇到电动车丢失的事情，很多
人对此深恶痛绝。对此，新郑市郭店派出所立即
召开所班子成员会，要求按照《郑州市局开展打击
入室盗窃、盗窃电动车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
求，限期破案。会后民警们立即对发生案件进行
走访、回访，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对辖区及周边
乡镇电动车被盗案件进行串并，并调阅相关门店
监控视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桩桩案件最终
被成功破获。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新郑市
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行走时尽量走人行道，不要
走人车混合道，多贴路边行走；夜间尽量不要独自
外出，外出尽可能多人结伴同行；去银行取款不要
单独一人，提款出来后要注意观察附近是否有可疑
情况，尽量避免携带现金徒步行走；一旦提包或手
机被抢，要保持镇静，看清歹徒骑车或开车的车辆
型号，以及逃跑方向，并迅速拨打 110 报警电话；对
上门维修、检查、收费、送货等人，要查明并确认其
身份，教育小孩不要给陌生人开门；门窗加固对预
防盗窃很重要，安装防盗门一定要选择质量好、安
全系数高、信誉好的产品；在发现家中被盗后，户主
们最好不要慌张，不要着急进屋清点被盗物品，而
应保护现场并迅速拨打 110 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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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快讯

现年37岁的左宪海，已经在新郑检察院控申一线工作了14年。长期处
于“接访一线”，让他早已与来访群众打成一片，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
左”，同事们看到来访群众总是开玩笑对他说：“你家亲戚又来了。”

控申工作作为检察机关面向群众的窗口，工作做好了就成了联系检察机
关和群众的一座桥梁，工作做不好就成了隔绝检察机关和群众的一堵高墙。左
宪海总是说：“不怕无果，但求尽心。”这也成了他对待工作的一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