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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找上门的调解事宜，老马职
责所系，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大门
外。对于看在眼里的不平事、伤心
事，老马也会主动出手。

日常生活中，老马就是个好人。
他有一张存折，密码是党的生日，专
为扶危济困。这些年，老马拿出积攒
下来的退休金、调解费、子女赡养费
等共计 33 万元，资助 42 名学生完成
学业，帮扶意外受伤群众 4人，救助多
个省（区）的生活困难战友……

老马不光出钱，还不顾年老体衰，
主动上门伺候 20多名五保户、瘫痪病
人，并守护其中两人走到生命尽头。

2019年，93岁的苏仁（化名）患病
无人照料。老马听说后，主动上门照
顾老汉，帮他洗澡、刮胡子……悉心
照顾这个非亲老人。后来，老人卧床
不起，马希伟更是寸步不离，帮着接
屎尿，陪老人说话。

“我这一辈子听说过雷锋，可没
见过雷锋，你就是活雷锋呀。”老人曾
抚摸着马希伟的胸口动情地说，“让
我瞅瞅你的那颗心吧，那得有多红呀！”

最后的日子里，苏仁和马希伟以父子相称。
临终前，老人要把 23万元存款赠给马希伟，被他
婉言谢绝。

老人去世后，老马帮着操办了丧事。此后
的一年里，他经常到坟前看老人。这是老人的
嘱托：“活着，我没和你待够。死了，你常来看
看我。”

当地一位老板听说后，感动之余送给老马一
件羊绒大衣，价值 2万元。老马觉得自己穿太招
摇，就转手卖掉了大衣，把钱捐给同心县王团镇
圆枣村的20户困难群众。

听说老马的善举后，这位老板更感动了，又
塞给他一件羊绒大衣。老马不愿辜负对方一片
心意，这才留了下来。

这些年来，很多人请老马总结调解经验。他
只讲了一句：“千说万说，首先还得讲良心。”老马
从“心”出发，以不变应万变，调解合情入理，使双
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这是任何具体经验都替代不了的。

“老马”善识调解途
——同心县践行“枫桥经验”的人和事

本报记者 杜晓星

老马有一副好口才，在诉前调解中派上了大用场。
然而，这只是老马身为“头牌”调解员的表象品质之一，
他还有更核心的优势。

他是土生土长的同心人，在家乡当了一辈子基层干
部，从乡镇一直干到县城。他长年累月和当地群众打交
道，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熟悉得很。

他曾任同心县司法局局长，还在同心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过，读大专时学的又是经济法——是个知法懂法用
法的人。

就这样，情与法被融合在老马身上，让他在调解过
程中做到了“刚柔并济”，调解了一件件困扰当事人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历史上，同心县就是一个优秀调解员频出的地方。
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就出了个海明珍，荣获首届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
农民苏锦山干了足足32年调解工作，调解各类纠纷

5000多起，探索出“快慢结合抓时机、冷热处理看火候”
的调解经验；

……
当年，老马在同心县司法局工作时，就常和这些老

前辈打交道，学到了不少真本事，特别是在以情动人方
面。然而，马希伟也发现，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也存在
法律知识上的短板，常让当事人给调解人“面子”，以双

方各让一步的方式来达成妥协，难免影响调解效果。
老马调解，祭出的不是个人“面子”，更多的还是法律权威。
在调解桌上，老马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常常信

手拈来展示相关法律条文，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公平公正。《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刚颁布时，老马就自费买了 300本，无偿送给当事
人，让他们学会用法律思维来处理矛盾纠纷。

每次调解，老马都是“先讲法，再说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政策进行调解，没有相关规定的再依据社会公德调处纠纷。

也有部分当事人对老马的调解结果不满，走上了诉讼程序，判
决结果却和老马拿出的调解方案大同小异。“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还
不如听老马的。这么一折腾，花了诉讼费不说，还耽误了不少工
夫。”经这些当事人现身说法，找老马调解的人更多了。

就这样，老马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同心县，这样的“老马”还有不少——全县有 51名人民调解

员。他们积极践行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
桥经验”，有继承更有创新。

这样一支得力的调解员队伍背后，有一套完善的调解机制在支
撑。近年来，同心县做实县、乡（镇）、村（社）三级调解组织，优化行
业性、专业性调解力量，推出“司法所+村（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明白
人”等特色调解工作法，打造“老马调解室”“老顾调解室”品牌，全面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

清官难断家务事。可老马断清剪
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并不难。

10 年前，王俊秀老人的老伴去世
后，选择了离家再婚，却遭到了 7 个子
女的强烈反对，并终止了对母亲的
赡养。

去年，王俊秀突发疾病，身边没
人照应——后老伴已经去世。还是
当地村支部书记出面，把老人送到了
医院。医院要给王俊秀动手术，身边
却没亲属签字。老人就起了状告子
女的念头，但又不想和孩子们闹得太
僵，就找老马来调解。

老马认识王俊秀老人的 7个子女，
也早就知道这起旷日持久的家庭矛
盾。看见熟人来主持调解，坐在调解
席上的子女们都羞红了脸。

面对子女对母亲再嫁的指责，马希
伟再三表示“那是人家的权利”，而子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老马接着打出了“感情牌”：“早些
年，日子过得那么苦，妈妈喂牛喂羊，一

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眼下，你
们长大了，日子也好过了，咋能不认自
己的老妈妈呢？”

最后，老马又“添了一把火”：“你们
子女要是不肯认这个亲妈妈，我这个旁
姓老汉可就认啦。”

老马情法兼顾，一场调解就让双方
达成了协议：每个月，子女们凑 3500元
钱，作为王俊秀的赡养费。

诉前调解中，老马遇见最多的还是
经济纠纷。

杜建军患有小儿麻痹症，孤身一
人，靠拉货为生。他曾给当地一个老板
长期拉货，对方欠他 9000元辛苦钱，迟
迟没还。

杜建军找老马求助，诉说了事情
原委。老马早就听说过这个欠账老板
欺软怕硬的作为，还认识他哥哥。当
着杜建军的面，老马就给对方打去了
电话，语气很强硬，要求他参加诉前调
解，否则就起诉他，还会找他哥哥
理论。

欠账老板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软肋，
乖乖参加诉前调解，不光承认了自己的
不是，还足额归还了欠款。

“老马调解室”也不是老马一个人
在调解。

丁生福也是一名退休老干部，从事
诉前调解工作 2 年多了，很有劝和经
验，是老马的调解搭档。调解过程中，
他和老马轮流发问，找问题所在，抓矛
盾重点。

老马还有 2名书记员搭档，经她们
手整理的调解卷宗就有 3000多卷。记
者打开一卷，内有委托书、民事诉状、人
民调解登记表等相关文件，一目了然。

“老马调解室”足有 20 多个平方
米。一场调解有调解员、书记员、当事
人、旁听人参加，现场坐十几个人，还是
很宽敞。

老马坦言，“老马调解室”成绩亮
眼，离不开这支给力的团队和阵地，荣
誉却都记在他的头上，其实更多的成绩
要归功于集体。

退休的马希伟，是很多人口里的
“老马”。可他比很多年轻人都勤快，每
个工作日都会骑着一辆电动车，从同心
老县城的家里出发，跨过清水河大桥，
到新县城的同心县司法局诉前人民调
解办公室上班，风雨无阻。

要知道，老马一个月退休金有
8400元，子女们也都有工作，常拿钱物
孝敬他。在一个消费不算高的县城里，
他不差那笔调解费用，也能过好晚年。

很多人直犯嘀咕：“这老马到底图
个啥？”

翻阅老马的家族履历，或许就能找
到答案——他的父亲是全国农业劳动
模范，三姐是全国民兵模范……满门
英模。

老马的家乡同心县曾是红军西征
总指挥部所在地，也是红军一、二、四方
面军三大主力会聚地，现有红色文化遗
迹 22处。去同心县司法局诉前人民调
解办公室上班的路上，老马骑车经过同
心县红军西征纪念园时，总会停下车
来，默默瞻仰一会儿英烈雕塑，牢记初
心使命。

“我是一名老兵。”马希伟调解时的
那副侠肝义胆，很大程度上也是军旅生
涯赋予的。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老马一下子来了兴致，打着拍子连唱了
好几首红歌，现场展示起立、正步走、匍
匐前进等军事技能，动作还是那么标
准，“宝刀不老”。

在这样的先天和后天环境熏陶下，
马希伟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深沉而持
久。“是党培养了我。”老马心怀感恩，退
休后坚持要发挥余热，毅然走上了调解
之路。

地处宁夏中南部的同心县是革
命老区，长期以来也是“苦瘠甲天下”的
贫困地区。近10年来，同心县地区生产总
值翻了将近两番，2022 年达到 138.46 亿
元。然而，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在
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开始凸显。

作为同心县司法局诉前人民调解办公室的
“头牌”调解员，今年65岁的马希伟和3名同事
出面为乡亲们说和大事小情。4年来，他们化
解矛盾纠纷3000多件，涉及民间借贷、买卖
合同、婚姻家庭、劳资等多种纠纷，挽回经
济损失5250万元。在这批“老马”的带
领下，同心县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顺。

“请你们放心！调解员不是原告的朋友，更不是被告的敌人，他
会用法律知识还你们公平公正……”

诉前调解开始后，马希伟总会流利地说出这句开场白，让双方
当事人对调解员建立起初步信任。

就像马希伟希望的那样，很多矛盾纠纷当事人也都认可“老
马”。同心县司法局诉前人民调解办公室，就设在同心县人民法院 2
楼，这里有以他的姓命名的“老马调解室”。有时当事人就要对簿公
堂了，瞅见老马坐镇，就临时改了主意，请他来调解。 ↑同心县人民调解员下地调解。

马希伟（左一）在调解中。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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