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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和他的“解交室”
秀山退役军人扎根一线32年成就法院调解“金字招牌”

“解（gǎi）交”是秀山方言，意为调解处理矛盾纠纷。秀山县法院龙池人民法庭，有一间“老田解交室”。秀山县法院龙池人民法庭调解员田茂清是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老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他选择到龙池人民法庭工作，一干就是32年。擅长调解的他，先后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优秀法官、市级审判业务标兵和调
解能手。2020年退休后，老田继续担任驻庭调解员，今年4月成立了专门的调解工作室——“老田解交室”。

老田（左二）在群众院坝劝慰当事人

老田翻看案件卷宗

说老百姓
听得懂、能理解的实在话

长年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经历，让
田茂清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尤其
是对于调解工作，他有两套自己的“绝
活”：一是“七情法”，即了解社情、熟悉
民情、分析案情、查明实情、动之真情、
辅以亲情、抚慰心情；二是“望闻问
切”，即观察态度作出初步判断，倾听
陈述找出问题关键，询问意见捋出调
解思路，把准症结开出化解良方。

“我经济条件不好，养不起……”
“我要出门打工，管不过来……”今年
初，一对年轻夫妻来到龙池人民法庭
起诉离婚，两人发生激烈争执，以各种
理由试图放弃共同领养的4岁小男孩
的监护权。

龙池人民法庭庭长邱世秋说，此
案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抚养等问题，不
能简单处理解除婚姻关系这一矛盾。
但夫妻双方拒绝抚养孩子的态度又很
明确，若强行将孩子判给任何一方抚
养，不利于孩子成长。考虑到这些因
素，承办法官将案子移交到老田解交
室，请老田进行调解。

了解基本案情后，老田便动身前
往孩子爷爷家。看到老田来了，孩子
爷爷进屋拿来凳子，和他坐在院坝拉
起了家常。聊天中，老田发现爷爷非
常喜欢孙子，爷孙俩感情很深。从这
一点入手，老田请爷爷帮忙，一起说服
儿子儿媳好说好散。

“娃儿虽然是领养的，但他也把你
们当成了亲生父母。他这么乖，你们
就忍心都不要？再说，你们养他小，他
将来还能养你们老……”老田苦口婆
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在爷爷的
帮助下，说服孩子父母达成离婚协议，

孩子跟着父亲，由母亲支付抚养费。
“他经常都是一件旧西装，一双解

放鞋，穿得和农民没啥两样。他一般
都是先拉家常、再谈案子。说的都是
老百姓听得懂、能理解的实在话。”老
田解交室书记员杨胤雷说。

用心对待
每一件案子、每一个当事人

龙池人民法庭庭长邱世秋说，基
层法庭很难有大案要案，多数都是鸡
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纠纷，但就农村
老百姓而言，往往就是这些小事情给

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大麻烦。老田生于
农村、长于农村，更能共情农村老百
姓，每一件案子、每一个当事人他都用
心对待。

前不久，年近八旬的王大妈来法
庭起诉她的儿子杨庆，要求分割其亡
夫的死亡丧葬补助金和保险补助金
3740元。

那天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空
气也有些沉闷。解交室内，老田一边
劝慰这对母子，一边观察母子俩情绪
和态度上的变化，引导二人面对面说
出心里话。

“我不是想要这笔钱，我只是想要
他多关心我！”王大妈停顿了几秒，哽

咽着说，“自从他爸死了后，他对我好
冷漠，话都难和我说一句！我好歹是
他妈，想起就难受……”

“我身体不好，没得劳动能力，你
就偏爱你幺儿，对我的困难不闻不问，
你以为我不难受吗？”杨庆忍不住啜
泣。50多岁的他身患疾病、经济困难，
生活压力很大。

看到这个情况，老田用手轻轻拍了
拍杨庆的后背，分别对双方进行了思想
疏导。杨庆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并非想将这笔补助金挪作他用，而是准
备用于处理父亲的后事。

在老田的细心劝说下，母子二人
终于打开心结，重归于好。看着母子

共同撑伞离去的背影，老田感到无比
欣慰。

老田
你是个耿直人，你说了准数

“和群众打交道遇到了难题，我们
也经常跑到解交室请田叔叔当外援”
龙池司法所所长张豪说：“我们和法
庭、派出所建了个微信群，方便和田叔
叔互通信息，请他传经送宝。”

伴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来找老田
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龙池人民法庭
的案件，辖区派出所、司法所、基层调
解组织，甚至是非辖区的相关部门机
构都喜欢找他帮忙参与调解。今年迄
今，老田已调解了180多件案子，调解
成功率达98%。

“老田你是个耿直人，你说了准
数！”这是很多案件当事人对老田说过
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对一个人口碑
的最高褒奖。这让老田颇感欣慰，倍

感自豪。
为了方便辖区离法庭远一点的群

众，秀山法院陆续在龙池法庭辖区宋
农、涌洞、大溪等8个乡镇挂牌成立了

“老田解交室”巡回点，由老田定期巡
回开展调解工作，为各乡镇、村社120
多名调解员面对面授课，受邀请参与
调解，努力培养更多“小田”调解员，将
更多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诉
前。

“农村老百姓不容易，他们法律意
识淡薄，但很淳朴。只要你以礼待人，
和气低调，耐心真诚地和他们讲道理，
他们就听得进去。”老田说。

扎根龙池法庭30多年来，从法官
到调解员，从审判庭到解交室，老田用
他的一颗心传递温暖，一张嘴巧解纠
纷，一双腿踏出和谐。这是他最初的
选择，也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文中案
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刘玉珮 马建保 白杰
图片由秀山县人民法院提供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左黎韵

一个在东亚，一个在北非。
一个位于长江，记载了1200多年间72个

年份的枯水水位资料；一个位于尼罗河，千百
年来被用于汛期水位测量。

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河水尺（简称尼
罗尺），相隔万里，似乎没有交集。但今天，它
们走到了一起——两处享誉世界的水文遗
产，已启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一个设想
从比较对象变成合作伙伴

初冬时节，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乘坐
91米长的电梯深入江底，来到水下廊道，透过
圆形观察窗，古人留下的千年文字题刻及石
鱼尽收眼底。

白鹤梁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是一道
长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千百
年前，古人以石梁中间的一对石鱼为基准，记
录长江枯水期水位变化，用以指导农业生产，
留下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等千古民谚。

而远在北非，埃及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
水位观测的地区之一，早在公元前，当地人
就发明了一种水位测量标尺，作为测量尼罗
河水位的工具——即尼罗尺，它记载了1300
多年的水文数据。

天各一方的白鹤梁与尼罗尺为何联合申
遗？这要从2022年说起。那年，相关专家提
出，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上仍保存有古代水
位观测实物遗存的国家，白鹤梁和尼罗尺如
果联合申遗，将更有竞争力。

具体原因有三——
在遗产属性方面，白鹤梁与尼罗尺都是

位于世界大河上的水文遗存设施，反映的是
亚洲、非洲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与江河水资
源的密切关系。两者均与所处时代政治、农
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以水文变化揭示了农
业生产的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人类认识自
然的能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申遗形势方面，白鹤梁题刻从2008年
开始准备申遗，但申遗程序的复杂与严格、申
遗竞争的激烈都影响到申遗的进程。特别

2018年申遗政策收紧后，每个缔约国每年只
能申报一项遗产，面对激烈的竞争，跨国联合
申遗持续升温。

在申遗基础方面，白鹤梁、罗达岛尼罗尺
时代相近，且都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此外，两者均有
保护管理机构，保存状况较好，吸引着世界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对话古代文明。

尼罗河上现存多处尼罗尺。为了确定联
合申遗的可行方案，涪陵区及相关方面举办
了多场学术研讨会，邀请国际国内专家围绕
水文遗址的意义、价值进行深入探讨。最终
形成共识，确定将联合申遗对象明确为白鹤
梁题刻与位于埃及开罗市中心的罗达岛尼罗
尺石刻。

“在白鹤梁申遗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我们
曾把尼罗尺作为对比对象。而现在，我们变
成了一起努力的伙伴。”市文旅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幸军说。

“双向奔赴”
助推联合申遗走深走实

联合申遗，从纸面上迅速付诸实践。

今年2月，市文旅委、市政府外办、涪陵区
文旅委相关负责人共同拜访了埃及驻华大使
馆，提出联合申遗合作意向。对此，埃及方面
表示非常感兴趣。

5月，在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馆协助下，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兼开罗中
国文化中心主任杨荣浩、驻亚历山大总领事
杨易共同会见亚历山大水下考古中心主任伊
斯兰姆·赛莱姆。

在伊斯兰姆·赛莱姆那间书香浓郁的办
公室内，中埃双方在联合开展水下考古发掘
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7月，重庆联合申遗工作代表团前往开罗
中国文化中心，与埃及水下文物部相关专家
就白鹤梁与尼罗尺联合申遗进行了深入探
讨。“双方就联合申遗达成共识，建立起工作
关系和工作机制。”幸军说。

在埃及，重庆联合申遗工作代表团还实
地考察了4处尼罗尺遗址。

现存尼罗尺主要包含垂直柱、河岸阶梯、
涵洞深井等形式。此次联合申遗的罗达岛尼
罗尺属于第一种。

罗达岛尼罗尺位于一口雕刻精美、华丽
的井内。步入其中，可看到井的中心矗立着

一根9米多高的八角柱。这根八角柱被分为
19臂尺（1 臂尺长度约为半米），可以测量约
9.5米幅度内的水位变化。

当尼罗河水不足12臂尺时，意味着国家
将会经历严重饥荒。超过18臂尺时，代表着
将要出现洪灾。几千年来，尼罗尺每年汛期
测量尼罗河水位情况，用以预测年度的收成、
税收以及食品的价格。

“白鹤梁虽为枯水题刻，但与尼罗尺有着
相似的理念。”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杨
邦德介绍，如石鱼题刻一旦露出水面，就表示
枯水周期已过，丰收年景将至，接下来的一年
将会雨水充沛，五谷丰登。

“这次考察，让我对联合申遗更有信心
了。”杨邦德说，此前还没有过分处两个大
洲且地域不相连的国家联合申遗，“正是因
为从来没有过这种做法，我们才期待为全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开创一个成功先
例。”

联合申遗需要双向奔赴。在2023白鹤
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部
长助理、亚历山大大学考古学博士哈迈德·雷
赫马等埃及嘉宾应邀出席，并表示对联合申
遗寄予厚望。

多方期待
更好保护文化遗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大河流域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基因。黄
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分别孕育了中华文
明、古埃及文明。两种文明各有特色，都为人
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白鹤梁与尼罗尺联合申遗工作稳
步推进，正遴选专业机构编制联合申遗文本，
力争2024年完成编制工作。

申遗，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
在三峡文物保护中，白鹤梁题刻水下原

址保护工程是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投资
最多的项目。为此先后论证长达10年时间，
提出保护方案，国家投入2.1亿元，采用“无压
容器”方案，在原址修建了水下博物馆。2010
年，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称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
物馆”。

接下来，重庆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保障
白鹤梁题刻水下文物安全，抓紧推进白鹤梁
水下保护体设施设备整体提升项目。

白鹤梁申遗，遗址所在地涪陵区是主
体。涪陵区将持续加大对中埃水文遗存的研
究力度，立足于白鹤梁与尼罗尺的价值进行
深入挖掘和探讨，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开展“中埃联合申遗可
行性研究”“世界水文遗产的系列调查”两个
课题研究，进一步论证白鹤梁题刻和尼罗尺
联合申遗路径。

涪陵区还将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载体，
进一步扩大遗址的展陈范围，推动参观廊道改
造、数字展厅等工程项目，让文物本体更好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讲好白鹤梁故事。

回望历史，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就将
中埃两大文明古国联系在一起。1956年，埃
及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交的非
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如今，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又为中埃合作注入新动力。

“我们要通过申遗，向世人展示一个全面
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幸军说。

埃及尼罗尺。
（图片均由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提供）

长江与尼罗河相隔万里的长江与尼罗河相隔万里的““握手握手””
——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联合申遗背后的故事

白鹤梁题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