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所长您好，我是《高邮日报》记者，想与您约下采访时间。”
“不好意思，记者同志，今天我要下乡调解一起比较棘手的

纠纷，考虑到当事人的心情，不便带你同行，我们改天再约。”
……
由于陈士坡工作繁忙，记者前后约了 3次，才于 8月 14日

上午8时许，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见到了他。此时的他正在帮
助我市411户最贫困家庭中的一户协调法律援助的相关事宜。

“不好意思，记者同志，麻烦你稍等片刻。”说完，陈士坡又忙
碌起来。约半个小时后，陈士坡才忙里偷闲接受采访。从日常工
作到矛盾纠纷调解，从特殊人群帮教至弱势群体帮扶，陈士坡向
记者讲述起他从业十八年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上岗后的“第一课”

1979年，陈士坡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敬业，
他很快便成为了领导眼中的“人才”。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高邮镇是城关镇，是全市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2000年5月20日，工作成绩突出的陈士坡被委以“重
任”，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高邮镇司法助理员，专门负责全镇
矛盾纠纷调解、特殊人群帮教、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这份工作
对于没有受过专业法律教育，更没有任何法律知识基础的陈士
坡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

任职当天，陈士坡便迎来了新工作的第一个“挑战”。当日下
午2时许，陈士坡刚走进办公室坐下，一名满脸伤痕、30多岁的
女子进门便放声大哭说：“领导，你帮帮我吧，我没路走了。”陈士
坡见状一边搬了张凳子让其坐下，一边劝慰她说：“不着急，慢慢
说，有困难，我们帮你解决。”

在女子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陈士坡了解了大概。原来，这名
女子姓郑，3年前，丈夫不幸患病去世，留下了她和不足 10岁的
儿子。3年来，郑女士带着儿子一直生活在婆家，考虑到自己还
年轻，不想一直单身的她在工作之中遇到了知心人，便提出了再
婚的想法，没想到遭到了公婆的强烈反对，双方多次沟通未果，
一度发生肢体冲突。“家长里短，看似小事，稍微处理不当，也会
造成严重的后果。”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陈士坡与郑姓女子来到她的婆家，找到
她的公婆，说明来意。得知儿媳为了再婚居然找到政府，感觉“丢
了脸”的公婆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伸手便打。见此情形，陈
士坡立即稳住老夫妻俩，好言相劝。随后的几天里，他多次上门
调解，单独与双方沟通、交流，询问、了解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和心中的顾虑。得知老夫妻俩真正目的并不是不让儿媳再婚，而
是害怕儿媳再婚后带走他们的孙子或是丢下孙子不闻不问。了
解到老人们的真实想法后，陈士坡与郑女士进行了沟通，消除老
人的顾虑。最后，在陈士坡的协商、见证下，双方达成了协议，握

手言和。
这次家庭纠纷调解工作，陈士坡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当时

不懂得调解技巧，调解水平不高。如果是现在，类似这样的家庭纠
纷，最多半天时间便能成功调解。”陈士坡信心十足地说道。陈士
坡的信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他多年的调解实践和经验。

百炼成钢自创“调解八法”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陈士坡自创了“调解八法”，即：摸排
情况、心中有底调解法，抓住重点、利用情感调解法，宣传法律、
明晰事理调解法，情感引导、立场中立调解法，制定方案、肯定成
果调解法，晓以利弊、适可而止调解法，多方合力、一语道破调解
法，一鼓作气、锲而不舍调解法。运用“调解八法”，陈士坡化解了
一个又一个矛盾。据统计，18年来，他直接参与化解的各类重大
复杂矛盾纠纷 1280起，调解成功率 99.4%；制止群体性械斗 14
件 223人次；防止非正常死亡 18件、21人次；配合市属部门和
其他乡镇调处重大矛盾纠纷128件。

去年年初，某乡镇一名患者与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纠纷，为了
讨回“公道”，患者的家人组织 100名亲友聚在医院门口，拉横
幅、讨说法，还有人甚至带着榔头、铁棍等器械冲入医院领导办
公室打砸，更大冲突一触即发。虽不在自己辖区，但陈士坡得知
这一消息后，还是第一时间骑着电动车赶到事发医院。患者家人
情绪激动、行为过激，他一一拉着他们，好言劝说、苦心告诫，还
派人请来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对事故进行鉴定，划分责任，
并连夜为双方进行协调，最终达成一次性给付赔偿金等协议。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年临近春节，邮城一家企业欠薪
行为引发了一场职工恶性集访事件，陈士坡用了 30个小时成
功化解；2013年年初，一名顾客与外来投资经营者发生的一起
剑拨弩张的拼死觅活纠纷，陈士坡接手后，竟在 24小时内和平
化解……18年来，无论再激烈的矛盾、再棘手的纠纷，只要经陈
士坡的手，很快都能得到解决。陈士坡的“调解八法”得到了上下
的一致认可。

日积月累30多本调解“法宝”

有人说，矛盾纠纷调解，往往是法理、公理、情理与偏理、歪
理、蛮不讲理的较量。除了“调解八法”外，18年来，陈士坡还总
结出：综观各类纠纷，其本质是利益的诉求，调解“调”的是当事
人的利益，“解”的是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只要心怀一颗为民之
心、公平正义之心，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敢于负责，依法依
理公平调整，就会很快赢得矛盾纠纷双方信任，这样就没有化解
不了的纠纷、平息不了的矛盾。

“一颗为民之心、公平正义之心，敢于负责，就能解决所有的

大小矛盾，只有这么简单吗？”
“不是。法律常识、调解的技巧也必不可少。”面对记者的提

问，陈士坡告诉记者。“调解矛盾，为民情怀少不了，不断学习也
至关重要。”

陈士坡说 ，国家的法律一直处在完善的过程中，不学习肯
定不行，调解工作，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不然说出来的
话，没有根据，难以使人信服。

在高邮司法所资料室，记者在一个书橱内看到，30多本 16
开的报刊案例剪辑整齐地排开，有房屋纠纷、婚姻家庭、拆迁、青
少年犯罪、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等，每本的页数超过100页，每页
贴满案例后，又厚实了许多。这些都是陈士坡的“宝贝”，也是他
化解矛盾的“法宝”。

陈士坡告诉记者，以前工作设备简陋，没有电脑、没有网络，
自己就通过报纸学习，并把报纸上的典型案例剪下来粘贴成册。
本来这些剪辑没有分类，后来渐渐地有了经验，进行分类，便于
查找。记者拿出一本早期的报纸剪辑，封面上写着关于行政、医
疗、交通运输、婚姻、学校、工业、劳动、电信等方面的案例及法律
基本知识，并且目录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哪个案例在哪页，一下
便能找到，非常方便。

如今，陈士坡不仅保持剪辑报纸的老习惯，而且还经常通过
网络、参加培训班进行学习，学习新时代、新矛盾、新特点的调解
方法，把“枫桥经验”和个人积累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到日常工作
中，工作能力和水平又有了新提升。

18年来，陈士坡化解的各类矛盾中，花时最短的只有数小
时，最长的一次涉及死亡的纠纷调解也只用了53天的时间。“我
是司法所长陈士坡”也成为高邮司法系统的一块响亮品牌。

为刑满释放“杀人犯”就业三求企业老板

“只有尽不到的情，没有捂不热的心。”这是陈士坡在做安置
帮教工作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平等对待特殊人群，不歧
视、真心帮，用情感教育感化他们。陈士坡曾经为了一名刑满释
放的“杀人犯”柳某找工作三求企业老板并做担保的事，让企业
老板为之动容，也在业内外传为佳话。

前年，柳某被假释出狱成为社区矫正对象，想回原居住地居

住的他被兄妹一口拒绝。看到至亲家人疏远了自己，无处可去的
柳某在社会上四处流浪，整天无所事事。

看着柳某仍“吊儿郎当”，陈士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要
你守法走正道，你的困难我解决，你的工作我帮你找。”“好，只要
有工作，我一定好好干。”陈士坡多次与柳某交流，达成协议。第
二天，忙完白天工作的陈士坡顾不上疲惫，连夜找到辖区内一家
建筑公司的负责人，道明来意。“陈所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他
可是个坐牢的啊，公司怎么可能用坐过牢的人呢？”这位建筑公
司负责人当场回绝，陈士坡无功而返。

“我们出面安置难，矫正对象自己必定更难。一次不成功就
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想求人就要有求人的肚量。”主意拿定
后，陈士坡按照求人的礼数，特地备了一份礼物，第二次上门找
到这位建筑公司负责人。“陈所长啊，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我有
顾虑，万一他再出问题，我担待不起，你千万别让我为难啊！”面
对陈士坡的第二次请求，这位建筑公司负责人犹豫了半天后，再

次说出担忧，摇头拒绝。
两次的无功而返，让陈士坡着急不已，是否再到别处帮柳某

找工作，他思来想去，认为有木工手艺的柳某没有比建筑公司更
好的去处。在进一步与柳某沟通思想后，陈士坡厚着脸皮第三次
登门相求。此时，看着第三次登门的陈士坡，这位建筑公司负责
人被他的真诚感动，再也难以开口拒绝。“陈所长，你这个司法所
长不简单，能为安置一个刑满释放‘杀人犯’三次登门。我要是再
不答应岂不是太无情了。”

在陈士坡的帮助下，柳某成功进入这家建筑公司上班。工作
有了着落后，陈士坡又马不停蹄地为柳某协调办理了户口，解决
了住处。如今，有了稳定工作、娶妻生子的柳某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陈所长是我的恩人，是他改变了我的
人生。我一定好好做人，绝不辜负陈所长。”

特殊人群的安置帮教等工作是基层司法所的的一项重要工
作职责。面对这个政策业务强、工作要求高、涉及范围广、工作难
度大的事项，陈士坡告诉记者，这些特殊人群重新走上社会后，最
怕被别人说他们是犯过罪的人，最受不了周围有人对他们指指点
点，不认同他们。 必须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关爱，帮助他们回归，
不能因为曾犯过错，就“一棍子打死”。“党和政府把特殊人群安置
帮教的任务交给我们司法行政人，我们就得为党和政府分忧，为
特殊人群排忧解难，让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

创造“高邮镇现象”

“陈所，你好，我是吴某，今天刚领了薪水，想请你吃饭，好好
感谢你一下！”“你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好感谢，只要肯吃苦，日
子会越过越好的，只要你好好的，下次我请你吃饭，表扬你！”
……上周三下午临近下班，陈士坡接到了刑满释放人员吴某的
感谢电话。 原来，今年7月初，10年刑满的吴某回归社会，无容
身之所、无生活来源的他成为陈士坡重点关注、帮助的对象之
一。为了让出狱后的吴某有安身之地，陈士坡一次次地找其亲
人，做思想工作，接受吴某的回归。住所安排妥当后，得知吴某在
狱中劳改时从事服装加工，是一名熟练的服装工人，陈士坡立即
联系身边熟悉的服装厂，帮助他找工作。得知吴某的经历，虽然
很多服装厂缺少工人，但都不愿意接受吴某。炎热的夏天里，陈
士坡顶着烈日，进服装企业，找企业负责人，签下担保责任书。在
陈士坡的帮助下，吴某已成为城区一家服装厂工人，刚领到工资
的他第一时间给陈士坡打电话报喜。

家住市区的夏某、夏小某兄弟俩都是假释人员。陈士坡不仅
帮助他们落实户口、安排工作，还为他们申领了廉租房。去年 6
月底，去省厅参加完事迹报告会的陈士坡在回程路上听说兄弟
俩拿到廉租房的钥匙，他又马不停蹄的去他们家看了看，自掏腰
包购买生活用品送去。每次提起陈士坡时，兄弟俩都直言：“恩同
再造”。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所长，陈士坡从“一人不安一家不稳、一
家不稳社会不和”的高度，直面难题，从每一个具体人、具体家
庭、具体事项落实起、帮助好，抓小抓细抓实，用爱心传递温暖，
让失足浪子以及他们的家庭点燃希望。每一个特殊人群的基本
情况、生活难题、思想动态，他都抄在本上、记在心里，一有时间，
他就一一上门走访，不止一次地帮助特殊人群解决生活、工作、
住房、子女上学等难题。遇到极少数的

“刺头”，陈士坡不抛弃、不放弃，用法、用情、用理加以说服。如
今，陈士坡的手里有几十本厚厚的资料，记录着每一个特殊人群
的每一次谈心情况、每一次变化等。

陈士坡的付出换来了同等的回报。18年来，陈士坡成功帮
助了 17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协调安排了就业，248名安置帮教
对象在他的爱心感召下，驱走了心底雾霾，重新扬起人生风帆。
自 2005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其所在的司法所共接收社区
矫正对象 720多人，帮教率 100%，安置率达 98%，矫正对象无
一人重新犯罪，业内有人评说是“高邮镇现象”。

“我是农民的儿子”

“大爷、大妈，所需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到位，你们把它收好，
其中有一张需要你们儿子本人签字才行，下午你让他来一下，我
在这里等他，别着急，让他休息好再来，来之前打我电话……”

“好，好，谢谢，真是太感谢了！”8月14日上午，在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大厅内，陈士坡细心地将有关注意事项说给帮扶对
象———月塘社区最贫困家庭龙某某夫妇听。

原来年过6旬的龙某某夫妇唯一的儿子前年年底不幸患上
尿毒症，为了挽救儿子的性命，偿还欠下的债务，老夫妻俩想把
儿子的新房出售。但因其儿子、儿媳已离异，尽管儿媳放弃房产，
但出售此房屋时，按照相关规定，仍需要她到场。因找不到前儿
媳，龙某某夫妇房屋难以出售。当夫妇俩向社区反映这一难题
后，社区立马找到了陈士坡。

在现场，记者看见，陈士坡拿着龙某某夫妇所提供的各类材
料，在各个窗口来回穿梭，忙碌不停。当得知其中一份材料需要
儿子本人签字时，龙某某夫妇连忙拨打儿子的电话。当从夫妇俩
口中得知，其儿子正在医院做透析时，陈士坡立即让老夫妇俩停
止打电话，并约好下午再见面时间。陈士坡在得知老夫妇俩因儿
子的病，家庭陷入困难后，立即主动地拿出自己的名片，放到龙
某某的手中，并叮嘱老人有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找他。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士坡从走上工作岗位时起就把“做群
众的贴心人”作为座右铭。陈士坡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党把
我从一个普通青年培养成为司法行政干部不容易，我不能丢根
忘本。”陈士坡这么说，也是这么做。18年来，他经常入田间地头，
访农户、问民情、察民意，设身处地、尽心尽力地为弱势群众排忧
解难。“陈所长有颗热心肠，只要群众有困难，他都会热情帮忙。”
在高邮镇，凡是认识陈士坡的人都会这样评价和夸赞他。

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去年冬季一次下大雪，市民吴大爷在秦谷大厦十字路口与
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不慎摔倒，因当场没感到剧烈的疼痛，吴大
爷便起身回家，未留下机动车辆的信息。没想到，刚回到家不久，
吴大爷便感觉到不适，疼痛不已的他被家人送往医院，经查股骨
头断裂，需要手术治疗。

“怎么办，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手术的费用哪里来，当时没有
留下机动车辆的信息，如何找到这名驾驶员呢？”

“找陈士坡！”

在别人的介绍下，吴大爷的儿子找到了陈士坡，说明来意，
请求帮助。面对他人的求助，陈士坡一口答应，冒着风雪到交通
部门调取监控探头，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随后，他又来到
附近的派出所，请求查看治安探头。经过一天的寻找，终于找到
了肇事车辆。

当陈士坡联系肇事车辆司机时，这个司机先是一口否认，后
提出给予 3万元私了。“3万元，不够治疗费用，不要私了，按章
办事。”没等吴大爷做出反应，陈士坡一口拒绝。随后的一段时间
里，陈士坡帮吴大爷收集资料，申请伤情鉴定，并寻找律师帮助
吴大爷得到应有的补偿款。如今说到此事时，吴大爷都感激不
已：“如果没有陈所长的帮助，我不可能找得到肇事车辆，即便找
到了，也不可能获得应有的补偿。如今有了这笔补偿款，自己的
身体后续治疗有了保障。陈所长真是大好人。”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陈士坡曾经陪着困难家庭 9岁
的女儿赴火葬场火化其父亲的遗体，并连夜护送骨灰到死者老
家安葬，让死者入土为安；他数百次地资助困难群体，累计资助
资金约 3.5万元；他先后无偿借出自己的 19万元资金，帮助一
特殊群体创业，今仍有 10万元没有收回……18年来，陈士坡以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的工作态度，以“五加二、白加黑”

的工作节奏和习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扶助困，倾听所需、所
求，在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让法律的种子在百姓心中“生根发芽”

陈士坡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个老百姓做个懂法、守法的好
公民。18年来，陈士坡走遍了高邮镇辖区内13个社区和6个村
的大街小巷。每年，他都向镇党委提交法治宣传教育专题报告，
至目前已累计提出法治宣传教育建议100多次。在普法实践中，
陈士坡还带领高邮司法所全体干警，充分利用辖区内各中小学
普法讲座、村（社区）法治学校、百姓学堂等载体，创造性地开展
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其“农民工一站式普法”、“中小学生
普法漫画基地”等经验受到广泛宣传。

今年，陈士坡在建立“邮政普法”微博、QQ综治群的基础
上，还与每个社区、村分别建立了“法润民生”微信群，群内有社
区工作人员、有普通居民。通过微信等平台，他了解、掌握各社
区、村的社情民意，并不时地发布法律常识，回复群友们咨询，让
大家遇到问题有人找、有门进、有路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相辅
相成。陈士坡，一名基层司法所工作者，18年如一日，服务群众，
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全力化解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难题，为邮城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陈士坡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总书记
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期望，未来，他将继续前行，在平凡的司法岗位
上，践行着司法行政人的平安法治中国梦！

爱党爱国 爱我家园 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
维护公德 热心公益 崇尚科学 移风易俗
爱岗敬业 助残济困 勤劳节俭 健康生活
尊师重教 拥军爱民 敬老爱幼 邻里和睦
言行文明 谦让包容 美化环境 保护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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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插

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逆

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
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

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

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
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
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
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
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践
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
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
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只有尽不到的情，没有捂不热的心”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全国政法英模陈士坡二三事

陈士坡，男，1962年 8月出生，中共党
员，现任高邮市司法局副主任科员、高邮
司法所所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陈士坡
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全国模范司法所所长，荣登全国政法英模
榜；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最美法
治人物”荣誉称号；被江苏省司法厅评为
省优秀司法所所长，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
进工作者；荣获省司法行政系统个人一等
功、二等功，省防纠纷激化个人一等奖；县
市级荣誉无数。其工作所在的高邮镇连续
10年被评为“江苏省依法行政示范镇”。

人物名片
在上级司法系统内，提起高邮陈士坡，大家首先想到，他是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是学习的榜样；在高邮，说起陈士坡，熟悉他的人第一反应便是竖上大拇指，连声称赞。“有矛盾纠纷，找陈士

坡”“群众遇上困难，找陈士坡”，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自 2000年，陈士坡担任基层司法所所长，18年来，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法治理念，坚持为民情怀，每天冲锋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前
沿，用自己的一颗初心、真心赢得了百分的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