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赢口碑 “这样的贴心人越多越好”

2008 年，越来越忙的刘

庆田找到社区领导，请求在

社区服务中心专门腾出一

个房间，并以自己的名字命

名成立了“庆田调解室”，当

起了草根调解员。没想到，

这竟成了全市第一个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社区调解室。

刘庆田说：“我干调解，

图得就是一个充实，再说来

咨询的都是邻居，也就都不

收费。只要成功化解一起矛

盾，我就感觉浑身舒畅，仿
佛又年轻了好几岁。”每个

月，他要都调解群众纠纷 10

多起，替社区排查苗头性问
题 20 多条。

刘庆田每一次调解都

会抓住机会，顺其自然地向
群众讲解法律知识。社区居

民蔡阿姨说，老刘是个负责

任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

特别上心，我们社区打架骂

街的事少了，邻里怄气、婆

媳红脸的事也少了，真希望

像老刘这种人越来越多，大

家也能越来越和睦。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本报记者 张帆 实习

生 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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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刘庆田成群众“大明星”

有啥疙瘩事

都找他说说
办实事 春风化雨改造问题少年

从事社区调解工作 16

个月来，老刘成功为社区排

查和调解大小矛盾 113 件，

预防暴力犯罪案件 26 起，

帮助 52 个家庭解开了疙

瘩，实现了兄弟、父子、婆

媳、邻里间的和睦。

刘庆田说，社区里的居

民文化水平不同，遇到的事

情不同，各种各样的不同给

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

难，做调解工作的时候只能

是“耐心、细心、将心比心”。

社区里有一个姓曹的

小青年，因为从小受家庭溺

爱，又不爱学习，在社会上

沾染了很多坏习惯。平时在

社区里不但满口脏话，而且

还打架斗殴，使社区里无论

男女老少见到他都躲得远

远的，成了社区的一个“问

题人物”。

刘庆田觉得，单单的说

教对小曹肯定不起作用，就

借着到小曹家串门的机会

像个长辈一样对他唠叨两

句，平时有社区公益活动或

者免费法律讲座还主动邀

请小曹参加。时间长了，在

老刘的耳濡目染下，小曹的

性情改变了很多，不但改掉

了身上的坏习气，而且还能

主动帮助别人。

发余热 退休后主动当起调解员

刘庆田今年已经六十多

岁了，看上去慈详而又精干。

他告诉记者，他在南坊街道

办事处工作了三十多年，先
后在文化站、工作区、老龄办

做过领导工作，多年的工作

使他积累了不少法律知识，

退休后，刘庆田很快成了街

坊邻居们的“法律顾问”。有

什么问题，大家总愿意到老

刘家咨询，有什么纠纷，都愿

请老刘出面调解。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来

找刘庆田咨询法律方面的

事情，刘老原本积累下来的

法律知识略显不足。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中国

的法律体系还在继续完善

中，现行法律条文常常进行
修订，而居民遇到的事情经

常涉及不同的领域，必须不

断的学习才能应对居民的

各种需要。

刘庆田自费购买法律

方面的书籍，利用空闲时间

补充法律知识，还参加了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兰山

区人民法院组织的法律培

训学习。他说：“学习法律知

识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乐趣，

活到老学到老嘛！还能帮助

别人，这些都增添了我生活

的意义。”

在南坊街道大官苑社区，刘庆田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这个社区，“庆

田调解室”成了邻里间化干戈为玉帛的“润滑剂”，而这也是临沂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社

区调解室。社区居民通过这个调解室，解决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居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

识越来越强，社区文明互助的风气也逐渐浓厚起来。

▲刘庆田（左一）在社区了解邻里间的矛盾纠纷，以便及时排除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