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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记者去大会秘书处查阅相关材料，
想为涉及“创新”主题的稿件找找灵感和素材，没想
到的是，在和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对代表们的
履职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们团汪莉萍代表的发言十分感人，我一定要
好好跟你讲讲！”海曙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张琳琳告
诉记者，汪莉萍是一名基层代表，来自集士港镇岳童
村，也是“全国百名优秀女村官”之一，她发言中说的
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汪莉萍所在的村庄是出了名干净的，原来，汪

莉萍为带头整治环境，自己平时总是一边走路一边
低头捡垃圾，村民看了，都不好意思乱扔乱堆垃圾，
村容自然就好了。

村民提出弄堂要浇水泥路，考虑到“村底”不
厚，汪莉萍就先自掏腰包700元，鼓励村民一起出资
浇路，短短几天，村民就自发捐了3万多元。

“‘屁股坐得正’，这句是她平时说得最多，也是
最有意思的。”张琳琳告诉记者，汪莉萍的发言引人
共鸣，基层的实践可谓既生动、鲜活而又发人深省。

的确如此，真情流露的发言，发自肺腑的心声，

最能打动人心。在这几天的小组审议中，记者们在
各个代表团旁听完审议后，回到单位一交流，都不
约而同地发出类似的感慨：这位代表说得特别好，
说到了点子上，很真实很透彻，很多人都鼓掌了；那
位代表说得特别动情，让人一听就感同身受，不由
得为他点赞……

这也让记者想起凝聚了诸多代表、代表团心血
的72件提案，这些关切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民生民
情的提案，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热切关注，又何尝不
是各地区各部门的“真情发言”？ 记者 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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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真情发言最动人

在余姚市马渚镇的企业中，有一个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金牌调解员”——马渚镇总工会专职
调解干部陈柱良。

陈柱良是地道的马渚人，清瘦的脸上，一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透出亲切和善的目光。他当过兵，有着军人
的刚毅和执着；他做过企业的管理者，熟悉企业的管理
工作；他干过治安管理工作，处理过许许多多的纠纷事
件。他了解企业家的烦恼，也深知务工者的无助。

自1995年开始，陈柱良便干起了业余调解工
作，当时他所服务的企业发生了一次劳资纠纷，持
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企业主和务工者的纠纷仍得不
到解决，陈柱良便主动请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场劳资双方都认为难以解决的纠纷，竟被他的热
心和公正给化解了。

2009年初，马渚镇总工会成立劳动争议联合
调解中心，陈柱良被聘为镇专职工会干部，担纲起
全镇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从业余到专职，陈柱良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
量。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有关法律知识，深入企业基
层了解各种情况以掌握劳资双方的动态。

就在他就职专职调解干部不久，镇劳动监察等
部门正为一件久拖不决的案件而犯愁。陈柱良主
动请缨，把这个案子接了过来。他仔细研究了个中
原由，约谈、沟通、反复协调，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
进行调解，历时半年，先后调解了20多次，用陈柱
良的话来说“是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让劳资双方
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此后，企业如有纠纷，不论是企业主还是职工，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找镇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求助，陈柱良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调解。

2014年初，镇总工会“阿良工作室”应运而生，
陈柱良更是成了一位大忙人。除了忙于调解全镇
的劳动争议案件外，他还忙于建立全镇的预防、预
警、调解组织网络，组建起全镇的“协调员、预警员、
调解员”队伍。

2012年初，镇内一企业连续两年职工工伤事
故不断，年发案近百起。针对这家企业的问题，陈
柱良驻厂两周，与企业一起会诊找病根，商讨整改
方案，全员培训、安全生产教育、制定落实管理制
度、岗位安全操作流程、班组安全生产责任制、专职
安管员配备等方案，一项项抓落实，迅速抑制了工
伤事故多发的势头，当年的工伤事故降到了8起。

至去年底，陈柱良成功调解各类争议案件
1900多起，涉及职工2500余人次，案值3800多万
元，调解成功率达百分之百。与此同时，近年来，马
渚镇劳资纠纷等争议案件由原来的每年300多件，
下降到近年的100余件。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经常放弃节假日和双休
日，经常加班加点，手机每天24小时开机待命。在
大量的工作实践中，陈柱良还根据自己的切身体
会，归纳、提炼出了“阿良四十字调解法”：提前介
入、建立信任、正面激励、借力借势、换位思考、单独
调处、趁热打铁、冷却处理、案例提示、情法兼融。

记者 林伟

陈柱良：
提炼劳动争议“阿良四十字调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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