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实际
、

与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不适应 了
,

就要

研究修改
。

我国宪法修改草案就是从实际 出

发的
,

是我国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 的总结
,

也吸收 了外国的经验
,

但又有 自己 的体系和

逻抖
,
不能互相 矛盾

。

会议受到 了中央和 全 国人民的重视与关

怀
。

在开幕式上
,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

全

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 员长彭真同志一起到会祝

贫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央 书记处

书记 彭冲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

公安部部长赵苍璧
,

司法部部长刘复之
,

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王 战平
,

人大 常委会法制委

员会副主 任王汉斌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副主任史进前等
。

七 月二十三 日 ,

邓小平
、

彭真
、

韦国清
、

澎冲
、

万里
、

习仲勋
、

杨尚足

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了参加 中国法学会

成立大会的全体同志
。

会议期 间新华社
、 《
人

民 日报
》 、 《光明 日报

》 、 《北京 日报
》 、

中央

人民广播 电台
、

电视 台都曾多次发布大 会浦

息和评论
。

为了祝贫 学会的成立
, 《人民日

报
》 发表 了专题社论

, 《 光明 日报 》 发表 了评

论 员文章
。

与会代表受到 了极大 的教育和鼓

舞
,
一致表示

:

要认真学习领会 中央领导同

志讲话精神
,

特别是彭真同志 的重要讲话
,

进

一 步提 高认识
,
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

,

为繁荣

和 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 的法学而努力奋斗 !

本刊记者罗耀培

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石 太 有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关于搞好综合

治理
,

整顿社会治安的指示中
,

曾多次强调

指出
,

一定要健全基层组织
,

包括城市居民

委员会和它的治保委员会
、

调解委员会
。

恢

复加强基层工作
、

基础工作
。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委会还将人民调解组织及其工作原则载

人我国基本法之一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试行 ) 》
并写进 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修改草案中
。 《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

规定
: “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

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
,

调解民间纠纷的群

众性组织
” ,

明确地肯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法

律地位
。

这些指示和立法
,

是对调解工作长

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

加强人民调解这道

防线
,

对于搞好社会治安
,

加强社会主义的

祛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

有着重要作用
。

(一 ) 人民调解组织的更大作用

人民调解组织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一

个创造
。

它是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纠纷
、

自

己教育自己的群众性 自治组织
。

调解民事纠纷
,

在我国有着比较悠久的

历史
。

自古以来
,

我 国 民 间 就有
“ 协商调

解
” 、 “

排难解纷
” 的好传统

。

但是使它成为

一种有领导
、

有组织
、

有章法的群众性 的自

觉行动
,

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
,

开始逐步地形成
、

发展起来的
。

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十年动乱中
,

人民

调解工作被当作
“
阶级调和

”
路线

、 “
阶级

斗争熄灭论
” 的产物而遭到破坏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
,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的加强
,

人民调解组织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



展
。

据不完全统计
, 19 8 0年全国共有调解组

织八十一万多个
,

调解人员五百七十五万多

人
。

去年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召开一年

来
,

人民调解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
。

据北京

市统计
,

截至 1 9 8 2年 7 月
,

全市共有调解委

员会一万零一百一十二个
,

调解委员六万八

千零五十一人
,

基层民事调解组织已遍布城

乡
,

基本上形成了调解网
。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

人民调解组织是群

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

它不仅是人民司法机

关的有力助手
,

也是我们党进行政治思想工

作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助手
。

人

民调解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和搞好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对于帮助

人民息讼解纷
,

教育人民遵纪守法
,

预防犯

罪
,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

增 强 人 民 内部团

结
,

起到了积极作用
。

在当前综合治理
、

整

顿社会治安中
,

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越来越

明显
,

人们热情地 称 颂人 民 调 解 组 织 办

了
“
清官

”

也难办的事
,

真 正 是
“
调 解 千家

户
,

温暖万人心
” ,

受到了广大千部
、

群众

的欢迎和国际友人的赞扬
,

它在国内外已经

并正在产生 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

早在五十年代
, 刘少奇同志就曾指出

:

“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政 法 建 设 的第一道防

线
,

必须强调
。 ”

搞好政法工作
、

解决人民

内部矛盾有三道防线
:

第一道防线是调处委

员会 (调解委员会 )
,

依靠群众调处解决
,

第二道防线是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进行行政处理
,

如劳动教养等 , 第三道防

线是检察
、

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解决
,

如

逮捕
、

起诉
、

判刑等
。

第一
、

二道防线的工

作做好了
,

用法律惩办的事就少了
。

人民调

解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1 >
解决了大量民事纠纷

,

预防了矛

盾激化
。

据1 9 8 0年全国不完全统计
,

共调解

纠纷六百一 十二万余件
,

大致相当于同期基

层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 10
.

8倍
。

北

京市顺义县调解组织工9 8 1年 1 至 n 月份解决

民事纠纷五千七百件
,

相当于该县法院同期

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的 18
.

2倍
。

去年全国五

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召开以来
,

民事纠纷调解

成功率有明 显 增 长
。

1 9 8 2 年 1 至 5 月
,

北

京市的三万三千多件民事纠纷中
,

有 94
.

9写

都是在基层解决的
。

大量纠纷由于及时调解

解决在基层
,

消灭在萌芽状态
,

因而预防了

矛盾激化
,

尤其是及时防止了恶性案件的发

生
,

从而促进 了安定团结
。

据二十二个省
、

市
、

自治区 1 9 8 0年一年的不完全统计
,

由于

对民事纠纷调解及时
,

大约避免 了二万四千

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

据吉林省通化地区二市

五县的三十个调解委员会调查
, 1 9 8 1年上半

年调解防止了 四 十三 起恶性案件的发生
,

避免了五十八人伤亡
。

1 9 8 2年 1 至 5 月
,

北

京市各级民事调解组织共调解趋 于 激 化 的

民事纠纷三百三十余件
,

避免了因这类矛盾

激变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

由于各地人民调

解组织积极
、

及时地调解
,

使千 百万 件 纠

纷和当事人以及他们的亲属解除 了 痛苦 烦

恼
,

同时挽救了一大批将要走上 犯 罪 道路

的人
。

( 2 》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宜传教育

和道德风尚教育
,

增强了群众遵纪守法观念
。

这是预防犯罪
,

树立优良道德风尚的一项根

本措施
。

各地调解组织注意紧密结合调解工

作
,

按照纠纷发生的规律
,

从防范出发
,

有

针对性地进行 了宣传教育
。

它还配合国家重

要法律的颁布
,

积极参加了宣传刑法
、

刑事

诉讼法和新婚姻法
,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

发的各种有关的法律文件
,

收到了明显效果
。

北京市大兴县一个生产大队调委会
,

由于开

展 了法制宣传
,

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了
,

在

一次动员收缴凶器过程中
,

主动交出的凶器

有四十多件
。

今年发生的三十多起纠纷
,

基

本上都在本大队解决 了
。

顺义县有的司法助

理员和调解人员
,

联系本公社赡养老人的问

题宣传婚姻法
,

使全社存在的三十余件蟾养

问题得到 了解决
。

各地调解组织还结合开展



“ 五讲四美
” 和学雷锋活动

,

与有关部门配

合
,

积极参与制订 乡规民约
、 “ 安定团结公

约
” 、 “

五好红旗户
” 、 “

五好家庭
” 、 “

和睦小

组 ” 等活动
,

促进 了家庭和睦
、

邻里团结和

齐心生产
,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 了

积极作用
。

( 3 >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

对犯错误的

青少年做了大量帮教工作
,

取 得 了 一 定成

绩
。

十年动乱中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的

毒害
,

使一部分青少年走上 了违法犯罪的道

路
。

在当前犯罪分子中
,

青少年占很大比重
。

许多调解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

自觉负起

教育犯错误青少年的责任
,

他们采取
“ 立足

帮教
,

着眼转变
,

坚持经常 ” 的办法
,

对犯

错误青少年迸行帮助
,

出现了许多热情帮教

的动人事迹
。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
,

使

其中很多青少年改邪归正
,

走上了健康成长

的道路
,

不少人被安排了工作
,

有的甚至人

了团
,

变成了基层骨干
,

被 评 为 先 进生产

者
、

新长征突击手等等
。

( 4 》 由于大量民事纠纷依靠群众自己

调解解决
,

因而大大减少了诉讼案件
,

不但

一般民事和轻微刑事纠纷在基层得到了调解

解决
,

而且许多重大纠纷
,

乃至可能引起人

命关天的大事
,

也在群众自愿和符合政策
、

法律的原则下得到妥善解决
,

而不需要向法

院起诉
,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法院的收案

量
,

使法院得以集中力量处理一些比较重大

的案件
,

及时打击现行刑事犯罪活动
,

更好

地提高办案水平
。

(二 ) 正确认识
、

重视与支持

人民调解工作

在全国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召开期

间
,

万里副总理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调解

组织的领导
, “ 将它发展起来

,

健全起来
,

把这件事情在全国办好
。

要在生产大队
、

街

道居委会
、

厂矿普遍发展起来
” 。

近些年来
,

我国人民调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

发展是不平衡的
。

目前有一部分地区和单位

尚未建立调解组织
,

有的虽然建立 了组织
,

但形同虚设
,

实际上并役 有 起 到应有的作

用 ; 有的工作一般化
,

尚未为领导和群众所

熟悉
,

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

总结多年来的实

践经验
,

要真正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
,

首先是各级有关领导同志对调解工作要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
,

要重视它与支持它
。

有的人认为
: “ 民事纠纷是婆婆妈妈的

小事
,

不解 自息
,

调解不调解都可以
。 ” 这

种认识是不对的
。

据北 京 市 一 些地方的统

计
,

在当前的凶杀等恶性案件中
,

由于恋爱
、

婚姻
、

家庭等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而酿成大

祸的
,

占50 %以上
。

河北省 1 9 8 0年依法判处

死刑的罪犯中
,

因婚姻
、

家庭
、

邻里之争
,

使纠纷激化而犯罪的
,

占7 4 %
。

事实充分说

明
,

人民调解工作决不是什么
“ 家务小事

” ,

而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 和 安 定 团结的大

事
。

搞好了
,

就会减少犯罪
,

树立良好的社

会道德风尚
,

促进安定团结 ; 弄不好
,

小事

往往就会转化成大事
,

以至酿成凶杀等人命

关天的大祸
。

民事纠纷比较复杂
、

麻烦
,

过去很多基

层单位都不愿管
,

遇事相互推该
,

当事人只

好找书记
、

厂长或单位领导人解决
,

弄得这

些干部经常是上班 路 上 有 人截
,

开会有人

找
,

下斑家里有人等
,

既影响了集中精力抓

全局性工作
,

也影响 了纠纷及时
、

有效地解

决
。

建立调解组织以后
,

情况就不同了
,

群

众有事直接找调委会
,

除了有些 纠 纷 必 须

由领导出面解决外
,

一般纠纷调 委会 就 处

理了
。

无论从理论与实践
,

现实与长远的观点

来看
,

调解工作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

现在
,

我们国家已进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人民内

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纠纷更加突出
,

这

就更有必要运用人民调解委员会 等 群 众 组

织
,

通过群众 自我教育来妥善解决人民内部

的纠纷
,

再说
,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的崇高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

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

这就

决定了我国人民应当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

决定了我们的政权应当 具 有 广 泛的群众基

础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一方面必须保证人民

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利
,

通过 自下而上的民主

选举产生出能够执行人民意志的人民政权机

关
。

同时
,

还必须建立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

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

协助政权机关工作
,

由

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

正如列宁说的
,

对参加国家生活
,

群众
“ 不仅自己来参加投

票和选举
,

而且 自己来参加 日常管理
” 。

① 人

民调解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深刻意义
,

就是要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
,

自己管理自己

的事情
,

逐步养成民主自治的习惯
,

它是民治

与法治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
,

体现了我们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

而且
,

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的发展
,

人民民主的不断健全与扩大
,

人民调解组织必将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下
,

日益臻于健全和完善
,

作用

必将会越来越显著
,

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了

解与信任
。

它是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的事

物
,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
,

必

将会
一

长期存在下去
,

而决不是暂时的现象
。

从上述分析可见
,

人民调解组织及其作

用
,

已为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所证实
,

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

那种认为人民调

解工作没有必要的想法与说法
,

是站不住脚

的
。

目前
,

有的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有
“
墙

里开花墙外香
” 的现象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但更重要的一条原因首先是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

与客观形势的需要还

有一定差距
,

因而还没有为更多的干部和群

众所普遍熟悉
。

这就需要广大调解人员积极

努力
,

充分意识到 自己肩负的光荣职责
,

振

奋精神
,

更上一层楼
,

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

(三 ) 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

为 了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
_

,

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

我认为应当着重

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

导
。

首先
,

需要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

对

从事调解工作的同志来说
,

要紧紧依靠党的

领导
,

这是搞好调解工作的根本保证
。

事实

证明
,

凡是人民调解工作搞得好的地方
,

都

是与那里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分不开的
。

面向基层
,

深人基层
,

加强基础工作
,

这是搞好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功
。

这就需要

我们从事管理和领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同志
,

转变作风
,

,

走出机关
,

经常到基层去蹲点
,

作调查研究
,

了解新情况
,

发现新问题
,

帮

助基层工作的同志研究问题
,

总结经验
,

及

时推广
,

使典型经验在面上起到指导作用
。

近年来
,

各地从实际出发
,

创造 了不少好的

经验
,

例如
,

有的地方实行人民调解工作的

岗位责任制
,
有的公社

、

街道建立地区调解

委员会
,

协调各单位调解组织的关系
,

解决跨

单位纠纷
,

等等
。

这些做法在维护社会治安的

综合治理中
,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我们要在实

践中不断检验
、

丰富
、

发展 已有的经验
,

不

断创新
,

从而把人民调解工作推向前进
。

第二
,

坚持调解与预防相结合
,

以预防

为主
。

调解是解决己经发生 了的纠纷
,

预防

是解决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纠纷
。

这是调

解工作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

正如人们说
:

“
药再好不如不得病

,

纠纷解决得再好
,

不

如不发生
。 ”

抓预防为主
,

这是一项防 患 于

未然的根本措施
,

是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的

新的更高的要求
,

也是 当前人民调解工作向

前发展
、

提高的标志
。

我们在调解纠纷的同

时
,

一定要十分重 视
“
抓 早

、

抓 小
、

抓 苗

头
” 。

把防止民事纠纷转化为犯罪当作 调 解

组织的最主要任务来看待
,

更好地发挥人民

调解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

在这方面
,

各

地调解组织创造 了不少好的经验
。

例如
:

有

的调解组织
,

把调解工作与法制宜传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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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
,

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
,

注意进行

经常性的法制教育
。

他们结合调解纠纷和根

据形势的需要
,

针对不良倾向
,

运用多种形

式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和道德风尚教育
,

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
,

防止纠纷的发生
。

有

的注意调查研究
,

摸发生纠纷的规律
,

抓纠纷

苗子
,

把工作做在前头
。

如北京市有的工厂

调解组织对职工采取了 “ 五必访
” 的做法

:

职工有病要家访
; 发现职工经济有困难要家

访 ; 逢年过节
,

婚丧嫁娶要家访 ; 发现职工

情绪不正常要家访 ; 家庭闹纠纷要家访
。

从

家访中发现问题
,

抓住苗子
,

及时解决
。

还

有其它一些做法
,

都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

第三
,

加强人民调解队伍的建设
,

不断

提高调解人员的水平
。

要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
,

在城市街道
、

农村生产队
、

工厂企业
、

商店等基层单位
,

根

据实际情况
,

积极地
、

逐步地将人民调解组织

建立
、

恢复起来
。

司法助理 员是代表基层政权

对人民调解组织进行具体领导和管理的前线

指挥员
。

他们是推动整个调解组织活动的一

个重要环节
。

所以
,

要按规定编制
,

抓紧配备 ,

并要坚持专职专责
,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

抓紧对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人 员的业

务培训和业务指导
,

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质

量
。

不少地方举办训练斑
,

进行 了 分 批 轮

训 ; 有的通过一定的会议形式进 行 短 期 集

训 ; 有的人民调解组织制订了经常性的学习

制度
,

并定期到公社或街道集中学习辅导
,

等等
。

今后还可以创造更多切实 可 行 的 措

施
,

把培训工作做好
。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
,

与人民法院共同加强对民事调解工作

的指导
。

过去没有建立司法行政机构以前
,

主要是靠人民法院抓民事调解工作
,

成立司

法行政机构以后
,

人民调解工作划归司法行

政机构领导和管理
,

是完全必要的
;
但由于

民事调解与法院工作关系很密切
,

所以人民

调解组织一方面要在当地党委和司法行政机

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

同时
,

按照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
,

需要继续取得当地人 民法庭的

业务指导
,

工作上相互密切配合
,

这样才有利

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和业务水平的提高
。

“ 依法办事 ” 是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一

个重要原则
。

因此
,

调解人 员必 须 首先 学

法
、

懂法
。

只有懂得党和国家的各项有关政

策
、

法令
,

才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

依法调

解
,

正确地解决纠纷
,

避免调解 中的就事论

事或不明是非
,

不讲原 则 的
“ 和 稀 泥 ” 现

象
。

在有些地方调解工作中出现过的单纯用

扣工分等经济惩罚的 “ 土政策
” 、 “

土法律
”

代替国家的政策
、

法律的现象
,

也应注意防

止和纠正
。

尤其是我们 目前正处在历史新时

期
,

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
,

随着社会主义四

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

新事物层出不穷
,

要

使 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新情况的需要
,

就

要学习
,

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 务 的 思

想
,

要不断研究新问题和新 特 点
,

学 会 用

党和国家的政策
、

法律
,

用科学的方法去做

好调解工作
。

例如在农村
,

随着各种形式的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

出现 了各种经济合

同之间
,

以及山林
、

水利
、

耕畜
、

农具
、

宅

基地等很多矛盾与纠纷
,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

特点
,

以及采取什么政策与方法 去 解 决 更

为有效
。

又如
,

当前在大量人民 内 部 矛 盾

突出
,

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占很大 比 重 的 情

况下
,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 法
,

即 思 想 疏

导
、

教育
、

感化的方法进行调解 和 帮 教 工

作
。

再如
,

在当前落实城市房屋政策
,

贯彻

新婚姻法等工作的过程中
,

也有很多新的纠

纷和问题需要我们去调解解决
。

这些都需要

我们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同志去用心研究
,

并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 有 关 政 策
、

法

律
,

和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
,

这样才能把人

民调解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

提高 到 新 的 水

平
,

使它在整顿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中
,

在

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
,

更好地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