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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调解领域时，陈兆甫满怀信
心，认为凭借自身的法律知识和满腔
热情，一定能解决好每一起矛盾纠
纷。“但现实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复
杂得多。”陈兆甫举例道，近几年物业
纠纷一直是基层调解工作的“大头”，
因楼房漏水、下水管道堵塞、楼道堆
积杂物等引发的投诉较多，“这类纠
纷看似简单明了，却往往牵动着当事
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引起激烈的争
执。”
　　一次，一位业主因为房屋漏水问
题与物业公司闹得不可开交。陈兆甫
试图用法律来说服当事人，但对方却
始终坚持自己的“死理”，认为物业公
司必须承担全部责任。面对这样的局
面，陈兆甫意识到，仅凭法律知识是不
够的，还需要转变身份和认识。
　　于是，他开始总结经验和不足，阅
读大量调解案卷，积累调解经验。他深
知，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提
高业务水平和调解技巧，才能将调解
工作做到当事人的心坎上。
　　在受理案件后，陈兆甫通常会先
到现场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多方
了解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多套解决
方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所受理调解
的36起物业纠纷全部得到了圆满解
决，调解成功率达到100%。他的付出
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和感激，社区也
称赞他为物业纠纷调解的“贴心人”。
　　“要做好调解，首先要热爱调解，
将调解工作当成事业干，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才
能把调解工作干好、把矛盾纠纷调解
成功。”在调解工作中，陈兆甫始终笑
脸相迎、微笑倾听，坚持以情感人、以
法育人、以诚动人，用心与当事人沟
通。他的真诚和耐心赢得了当事人的
信任和尊重。
　　“人民调解工作有苦也有乐。但最
令我欣慰的是，看到一起起纠纷被化
解、一个个问题被解决、一个个案件的
当事人握手言和，我的辛苦付出得到
了最好的回报，这个时候自己很有成
就感和自豪感，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陈兆甫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调
解工作的热爱，他告诉记者，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陷入纠纷的人们
走进调解室，“有话慢慢说，一起想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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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宛遥

　　驾车从滨海大道拐
入世纪大道，继续向西行
驶约4公里，一栋醒目的
单层建筑映入眼帘，这里
便是隐珠街道警地联动
调解中心。阳光透过落地
窗洒进宽敞明亮的办事
大厅，人们带着困扰和诉
求前来，希望在这里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2024年11月19日，首
席调解员陈兆甫早早来到
中心，身着蓝色工作装，
背脊挺直、步伐稳健地走
进调解室。61岁的陈兆甫
是一位有着近40年党龄
的老党员，曾是区法院的
一名执行干警。2024年5
月，退休后的他作为“五
老”代表加入隐珠街道警
地联动调解中心，继续为
人民调解事业贡献余热。

　　调解室内，一张长桌、六把椅子，桌
牌上“有话请您慢慢说 我们一起想办
法”的标识，如同一句温暖的开场白，传
递出调解工作的核心理念——— 倾听与
合作。
　　2024年7月2日8时30分，一场由陈兆
甫组织的调解会正式开始。
　　这场纠纷的起因是一家机械公司因
股东不和，相互推诿责任，导致10户职工
宿舍停水断电长达60多天。职工们无奈
之下，多次拨打投诉电话，甚至求助媒
体，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但矛盾却愈发
激化。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能来到这里，
愿意坐下来谈。这段时间对你们来说都
不容易。”陈兆甫以沉稳有力的声音开
场，“咱们公司效益一直不错，可是现在
公司没法正常运转，职工正常生活受到
影响，企业声誉也受到损失，我想大家都
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对于这类事件的调解，有着30多年
法院工作经验的陈兆甫深知依靠讲理普
法，虽能指明方向，却难以触及当事人内
心深处的症结。陈兆甫环视一圈，等待大
家思考片刻后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不
是为了争论谁对谁错，而是为了找到让
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记住，有话
请您慢慢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随着陈兆甫的引导，各方人员开始
轮流发言，有的无奈，有的气愤。陈兆甫
耐心地听着，手中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记
着，五页纸，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个人的
心声和诉求。
　　明白了各方诉求和矛盾点，陈兆甫
认为首先要打开他们彼此之间的心门，
让他们意识到彼此并非敌人，而是共同
创业的伙伴。于是，陈兆甫巧妙地提出一
个建议——— 邀请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参与
调解，搭起一座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亲友们的加入，让交流变得更加深
入和务实。亲友们分享自己对于事件的
看法，讲述停水断电带来的不便，表达对
企业困境的担忧和对大家承受压力的
理解。
　　原本紧张的氛围开始逐渐缓和。陈兆
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适时地引导
大家进行换位思考，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在陈兆甫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下，当事人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成见和怨
恨，握手言和。公司股东争相缴纳了拖欠
的水电费，为职工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个方案都认可的话，我们就开始
准备协议书。”这是陈兆甫在调解工作中
常使用的结束语。准备协议书的时候，也
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时候。
　　2024年7月21日下午，经过陈兆甫的
耐心调解，一场财产返还纠纷终于得到化
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
　　原来，为扩大生产，江苏一化学公司
曾与山东一商贸公司签订加工化学产品
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江苏公司向
山东公司提供两台机械设备和500吨塑料
颗粒，由山东公司负责加工生产，产品可
以由江苏公司收购也可自行销售。然而，
山东公司在销售产品后，未按协议向江苏
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双方合作关系
终止。
　　在合作期间，山东公司从江苏公司获
得了两台机械设备，并自购了部分生产原
料。但随着合作终止，这些设备和原料无
法继续使用，山东公司要求江苏公司收购
这些设备和原料。无奈之下，江苏公司向
新区公安机关报案，新区公安机关审查后
认为双方属于经济纠纷，不构成刑事案
件，于是在2024年7月20日将此案转给隐
珠街道警地联动调解中心协助调解。
　　虽然当天是休息日，但考虑到当事人
从江苏远道而来，陈兆甫还是第一时间召
集双方坐到了调解桌前。
　　在听取双方的诉求和理由后，陈兆甫
指出了关键点：由于双方合作关系终止，
山东公司自购的原材料已成为“废品”，而
江苏公司的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如果达成
收购意向，双方不仅能解决纠纷还能实现

“双赢”。
　　经过多轮沟通与协商，山东公司最终
同意返还江苏公司机械设备二台，而江苏
公司也表示愿意收购山东公司的原材料。
　　陈兆甫的快速调处，既基于长期司
法工作经验，也来自坚持多年的一个习
惯：在处理每起矛盾纠纷前，他都会认真
研究、仔细思考，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制定多种调解方案。“司法调解
工作绝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在合法合
规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
这是他遵循的调解准则，也是他不懈追
求的目标。
　　自担任首席调解员以来，陈兆甫成功
化解信访、物业、婚姻家庭、合同、欠款欠
费、损害赔偿等各类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
80余件，调解成功率90%以上，收到感谢
锦旗8面。

陈兆甫（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一场调解会
架起理解沟通的桥梁

八面锦旗
调解工作不是“和稀泥”

一个心愿
希望更多纠纷被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