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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创 65名小小调解员上岗
市北区率先成立少年权益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小学生参与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是我国一项法律制度，按照法律、道德和公序良俗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规劝，促成和解，消除纷争。我
市目前有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2543个，人民调解员1.8万余名，在左邻右舍、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化解矛盾、预防犯罪、
维护安定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全国出现的校园欺凌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如何及时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的校园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也应
当发挥作用。今年5月，我市首个少年权益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少调委）在市北区成立，少调委由退休政法干警、退
休教师、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日常开展校园普法、少年纠纷调处，为有需求的少年提供法律帮助，为学校和家庭之间
沟通提供第三方决策等多元化服务，并联合审判机关开展未成年人案件诉前调解与执行和解等活动。近日，记者走进
市北区司法局，探访人民调解进校园的生动司法实践。

校园“570守护服务团”团徽。

小小调解员受聘上岗。

陈宝传背靠玉米地、手持自拍
杆，拍摄普法视频。

普 法律故事进校园
法 培养学生法治意识

学生小升初阶段，开始进入青
春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时期，及时的校园法治教
育，对于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预
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大有裨益 。
市北区少调委成立后的首要工作
便是普法进校园。

少调委主任陈宝传带着自己
编写的 50 多个涉青少年校园民事
权益的法律故事走进校园，通过讲
述生动的法治故事，告诉孩子们什
么 年 龄 该 干 什 么 事 、能 干 什 么
事。“这些故事贴近生活，孩子很
喜欢听，听多了自然法律意识明显
提高。”陈宝传表示。“有一次，我给
初一的孩子上完法治课后，孩子放
学回家 ，因为琐事被妈妈凶了几
句，他认为这是虐待儿童，便打电
话报了警。警察上门，他害怕得躲
了起来。孩子知道要保护自己，但
对什么是虐待缺乏认知。当保护
措施突然到位 ，他自己都被吓一
跳。这虽然是自我保护手段过当，
但就是法治意识的萌芽。”陈宝传
表示。

普法不仅要有好故事，还要跟
得上时代。市北少调委专门打造了

“青少年事务处理”视频号，目前该
视频号原创内容已经有 60 多条。7
月 15 日的一条视频以玉米地为背

景，陈宝传手持自拍杆，边走边讲一
名学生在体育课上受到正常磕碰而
向学校碰瓷的案例，内容丰富，画面
生动，网友留言互动积极。“这是我
回老家时拍的，一会儿采访结束，
我还要再拍两条，其中一条是两个
孩子在学校打闹 ，一个被抓破脸
了，一个被打出鼻血了，后者家长找
到学校，要求大额赔偿。我要再说
说这个事，坚决抵制碰瓷学校。”陈
宝传说。

记者了解到，视频涵盖内容广
泛，和当下教育以及教师工作热点
紧密结合，宣传和未成年人相关的
法律法规，得到在校老师一致好评。

调 既保护孩子权益
解 也不让母爱父爱缺位

市北少调委目前常驻人民调解
员有6人，少年权益调解群现已有37
人，涉未成年人权益调解工作已经

“真刀真枪”地开展起来。
这是一起正在调解中的纠纷。

一对年轻夫妻诉讼离婚，法院一审
判不离，六个月后才能重新起诉立
案，最快今年 9 月份宣判。这期间，
探视孩子成为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陈宝传介绍，孩子由爷爷奶奶带，因
孩子奶奶做饭太好吃了，导致孩子
不愿意去幼儿园吃饭，女方对公婆
意见很大，认为这样容易导致孩子
脱离集体。但公婆认为女方在家连
饭都不做，不应提出如此异议。男
方虽然表示女方可以来家里探视孩
子，但目前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双方
见面即起冲突，每次都不欢而散。

陈宝传说，每次和女方通话，她
的情绪都颇为激动，调解电话已经打
了很多次，每次都是一个小时以上。
就目前双方的对立状态，就算法院判
离，将来探视也是难题。在这起纠纷

中，陈宝传关注的是既要保护好孩
子，又不让父爱和母爱缺位。

“在有关部门积极协调下，我们
正在探讨成立未成年人探视基地，
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
地方，比如公园、小剧场，或者是有
妇联组织进驻的公共场所，在能够
探视孩子的情况下，还能提供公共
服务。如果能付诸实践，这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陈宝传说。

“少年纠纷案件由于其特殊性，
人民法院执行‘未成年人权益最大
化’原则。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
要认识到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
掌握未成年人心理和情绪变化，磨
炼和打造适合未成年人案件解决的
方式方法，发挥多元化调解优势，通
过法院、司法、社会、家庭等全方位
参与，合情合理合法解决好涉及未
成年人纠纷案件。”陈宝传说。

创 大小调解员齐上岗
新 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

市北区少年权益人民调解委

员 会 作 为 保 护 未 成 年 人 权 益 的
人 民 调 解 组 织 是 全 市 首 创 。 如
何让人民调解工作走进校园、融
入到学生中？少调委有新招 ，有
实招。

让未成年人在治理校园欺凌
中承担主人翁角色。“目前少调委
已经选聘了 65 名小小调解员，并
为其发放证书 ，我们对小小调解
员‘干什么、怎么干、自己干不了
怎么办 ’都有明确的定义。小小
调解员主要是小学四到六年级的
学 生 ，年 龄 在 10-12 周 岁 。 这 个
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懂事理 ，有是
非观念 ，也能理清事情的来龙去
脉。如果班级出现小打小闹 ，小
小调解员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
时制止。一旦发现蓄意和恶意的
欺凌，小小调解员调解无效，及时
报告‘大调解员’。”陈宝传告诉记
者 ，当每个班级都有几个挑头主
持正义的孩子时 ，矛盾就会化解
在萌芽状态。

“聘任小小调解员，激发学生
法律意识，培养学生用法治思维处
理问题的能力，可以及时发现、制
止欺凌行为，这是校园法治教育的
创新。同时 ，这也是普法实践活
动。小小调解员不是围观者，而是
监督者和现场的记录者，无论是否
解决纠矛盾纷，他们收获的是法治
素养的提升。”陈宝传说。

市北少调委成立之初，马上聚
集了一批政法机关退休干部，以及
老教师、律师等，他们组成 570（谐
音“无欺凌”）守护服务团，为学生
欺凌防治工作提供优质公正的法
律服务，并不断吸纳学校管理岗位
的老师参与进来，不断壮大“大调
解员”力量。

陈宝传把 23 个涉及到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的案由、法律条文整理
成册，发给在校老师，当教学管理
中遇到这些问题时，老师可“按图
索骥”及时准确发挥“大调解员”的
作用处理好纠纷，为孩子们提供更
为全面的保护。”

“成立少年权益人民调解委员
会是‘枫桥经验’在市北教育领域
的生动实践，是打造特色化校园法
治建设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少调
委作为多元解纷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载体，运用调解手段解决
未成年人矛盾纠纷，从源头上预防
和治理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事件，同
时引导未成年人运用法治思维正
确处理身边纠纷，提升自我保护和
自我调处纠纷的能力。这是人民
调解进校园，守护平安校园的有力
举措。”市北区司法局局长蒲增杰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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