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解
搭建服务百姓的“连心桥”

“老旧小区建筑年代久远，房屋存在不隔音、易渗
水的情况，邻里纠纷多。在部分回迁小区，历史遗留
下来的矛盾往往是影响两代人的死疙瘩。”李村司法
所所长李倩告诉记者，为加强基层治理，普及公共法
律服务，早在2017年，李沧区便开始实施一社区一法
律顾问制度。蒿燕夏是当时第一批社区法律顾问，从
那时起便和调解纠纷结下不解之缘，现在已是李沧区
金牌调解员。

蒿燕夏已到了退休年龄，只要没有庭审，就到李
村司法所坐班，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女同
志调解纠纷有优势，该泼辣时当仁不让，该心思细腻
时一句话戳中人心。”蒿燕夏是个热心肠，每当成功调
解一起矛盾纠纷，看到当事双方露出欣慰笑容，感到
自己付出多少也值了。

老张今年六十多了，父母离世后为兄妹3人留下
一笔钱，老张是大哥，钱放在他手里。因为赡养问题
老张和弟弟老三家闹得不愉快，老三媳妇一直催着分
遗产，双方见面就闹。蒿燕夏和李倩到社区了解情
况，社区明确表示这是死疙瘩，解不开。司法所把老
张兄妹三人请来，尝试化解这家庭矛盾。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兄弟姊妹纠纷多源于赡养
父母、遗产分配等，往往一句不中听的话就能让亲兄
弟产生隔阂，甚至子孙代后都不上门。这起纠纷，我
们主要说服对象是手握遗产的老张，把话说到他心坎
里，肯定他赡养父母的孝心，劝他考虑到老三家庭困
难情况，也为后代孩子们的团结做长远打算。老张作
为大哥动容了，在自己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情况下，
把多数遗产分给弟弟和妹妹。”蒿燕夏介绍。

据统计，李沧商圈企事业单位7750余家，一个门
头一个店的小型商户更是不计其数。涉及消费者权
益的矛盾纠纷也是司法所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面。李
倩表示：“随着时代进步，市民的维权意识普遍提高，
消费者遇到糟心事也愿意来司法所讨个说法。”前几
日有一位女士在一家美容院消费了3000元的美容项
目，事后过敏，便向监管部门投诉。美容院表示过敏
源不明，需要医疗部门鉴定，且其产品质检合格，主张

免责。双方僵持不下找到司法所，蒿燕夏劝商家积极
响应消费者的诉求，同时劝消费者要理性认识过敏的
原因，最终双方各退一步，美容院退款1500元，达成和
解。2023年，李村司法所调解类似纠纷364件。

担当
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知心人”

李村商圈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员流动性强，有转
所来李村的矫正对象，也有在此租房居住的矫正对象。

“身份转换不适、家庭压力和人际关系紧张等多方面因
素使得部分矫正对象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李倩告诉
记者，尤其是那些外来租房的矫正对象，身边没有强有
力的人际关系支撑，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司法所要当好

“知心人”。
小王大学毕业第二年应聘到青岛一家企业工作，该

企业涉嫌诈骗。她刚入职时不知情，深入接触公司业务
后发现不对劲，但侥幸心理作祟，加之法律意识淡薄，被
卷入诈骗案。法院判决之前，委托李村司法所开展调
查，评估小王是否适合在居住地接受社区矫正。“小王来
找我，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哭，认为自己大学刚毕业就被
判刑，无法接受。”李倩告诉记者，社区矫正是人性化的，
如果法院判小王回原籍接受矫正，她可能很长时间走不
出人生低谷。本着合情合理合法原则，司法所通过了小
王的调查评估。判决生效后小王来报到，李倩带着她参
加团体心理咨询活动，帮助她逐渐恢复正常心态。“目前
她在企业工作，经常给我发微信，分享接到订单、被评为
公司优秀销售员的喜悦。”李倩告诉记者。

老李今年 56 岁，转所来到李村接受社区矫正。
“我比较关注老李，翻阅资料，我发现他有前科，我担
心他矫正期间出问题，每次来签到，都会跟他多谈十
分钟的心。”李倩告诉记者，经过多次谈心，老李很实
诚地表示，岁月不饶人，已经过了做事不计后果的年
纪。同时在李村所感受到了大家真诚的关心，近期他

所在的公司运营业绩不错，他准备了价值3000元的物
资（10份米面油）回馈社会，在春节之前分给李沧区生
活困难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相比监狱执行来说，是
人性化的行刑方式，我们秉承尊重、平等、严肃的理
念，在日常帮扶管理中以真心换真心，帮助矫正人员
顺利回归社会。”李倩表示。

体验
探索普法宣传新形式

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基层法治信仰，是基层法治
建设重要内容。“我们每月研究普法主题，在宪法宣传
月、民法典宣传月、全民禁毒月组织社区开展普法讲
座和法律咨询。并有针对性的向辖区商户开展税法、
劳动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宣讲。”李倩表示，做好常规
普法宣传的同时，李村司法所在“喜欢看”和“看得懂”
上下功夫，结合人员特长，迎合时代拍起了短视频。

在李沧区官方公众号上有一段《小李帮帮团——有
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在帮忙》短视频，蒿燕夏出演调解
员，李倩和同事宋兴华出演有家庭遗产矛盾纠纷的姊
妹，还原调解现场。李倩表示：“我们把日常接触到的矛
盾纠纷典型案例改编成剧本，所里几个女同志演绎矛盾
冲突，以案释法，用实例提醒市民朋友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避免产生家庭矛盾，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花样’普
及法律知识，收获了不俗的点赞量和转发量。”

为做好辖区青少年法治教育，李倩把青岛六十一
中的学生带到了“模拟法庭”。这次“模拟开庭”有44
名同学 22 位家长参加，选取一起校内意外伤害案进
行模拟审判，内容贴近学校生活，引起了同学们的共
鸣。“模拟法庭，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法律的威严，得
到了比书本更深刻的普法体验。”李倩表示，这种新颖
的普法形式也让同学们明白学法的重要性，学会运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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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美容护理后过敏，双方各执一词，咋办？

李村司法所：搭建“连心桥”解纠纷

司法所为群众调解纠纷。

李村商圈是青岛市最大的商圈，崂百、利客来、乐客城、和谐广场、夜
市、小吃街等新老购物消费业态一应俱全。李村商圈位于交通枢纽地
带，地铁2号线和3号线在此交汇，多条公交线路在此始发，上下班路过
李村，周末逛李村，商圈人气越来越旺。围绕着李村商圈的北山、东山等
社区是老旧小区和回迁小区，历史遗留问题多、外来人口流动频繁。面
对商圈和老旧小区叠加、基层治理难题多的情况，李村司法所在化解群
众矛盾纠纷、社区矫正和创新普法形式等方面蹚出一条特色道路，并早
在2018年已获评全国先进司法所。近日，记者走进李村司法所，探访基
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李村经验”。

“模拟法庭”为青岛六十一中学生带来沉浸式法律体验 。

从左至右：王燕、蒿燕夏、李倩、宋兴华。

■记者手记

这个“女团”不一般
在李村司法所全天坐班的 6 位工作人员中有 5 位女同

志。司法所所长李倩是90后，用蒿燕夏的话说：“90后的‘小
所长’带着一帮大姐干事。”基层司法工作，人少事多，社区矫
正帮扶和群众矛盾纠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然而这几位女
同志组成的基层司法工作“女团”，处理起来却得心应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来，女性基于性别优势更善于表达，
沟通协调中对细节把握也更加细致；对人际关系更敏感，可以
更好地抓住人际冲突的关键点；更有关爱心，更愿意帮助他
人；韧性足，忍耐性更强。这是女性开展基层工作的客观优
势，但是工作要做到群众满意，更需主观努力。“社区矫正工作
程序性事务相对较多，调解纠纷用到的关键话语需要重复地
说，其实是很枯燥的。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始终热情饱满，因
为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李倩表示，无论是助人自
助，还是解开矛盾双方的心结，还是鼓励老百姓学法守法用
法，都是在为人心向善、社会进步添加砖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