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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阴在社区
建立“言和工作室”，为百姓解决
矛盾和忧愁。

江阴法庭近日受理了一起王
某（女）诉许某（男）的离婚案件，
双方均为江阴双牌社区居民，系
重组家庭。王某系外来江阴人
员，与许某年龄差距较大。后双
方为家庭琐事及经济原因产生纠
纷，多次发生冲突，社区几番调解
未果。王某坚决要求与许某离
婚，并多次信访及向多个部门反
映情况。考虑到双方矛盾比较突
出，法庭与双牌社区工作人员、调
解员先行沟通交换意见、商定预
案，而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
让双方达成了调解，妥善化解了
矛盾。这起案件在“言和工作室”
成功调解。

“言和工作室”以社区四大网
格为抓手，组建社区两委干部、法
庭法官、社区民警、协警、退休老
干部、社区党员、专业网格员、楼
组长、热心居民为主要成员的专
业纠纷调解队，通过民情征集、民
意分析、民事调解、民主回访的

“四民”工作程序，运用“讲情、讲
理、讲法”理念，将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
态。通过“零距离”的司法服务，
把化解纠纷、宣传法治的工作主
动延伸到法院大门之外，让纠纷
止于诉前。 （宋超）

在福利院的过程中，她看着
一个个孩子慢慢长大。孤儿小
赵，因为身上有伤，刚出生就被父
母扔掉了。她陪着孩子去做手
术，孩子术后各种不适，她在一旁
安慰。那时，蒋晓文还没结婚，白
天在院里带班，晚上去医院陪
护。孤儿小卞，和伙伴们闹不开
心了，也会打架，她就要冲上去劝
架。孩子们看到小个子的蒋老师
来了，往往不好意思动手，怕伤到
她。

有一部分孩子智力没问题，
也能正常入学。蒋晓文看着他们
一路成长，有的孩子和同学闹不

愉快了，她会充当父母的角色去
沟通。长得帅帅的小赵很早就有
女生倒追，怕他早恋影响学业，蒋
晓文会提醒他，爱情需要有挑起
生活担子的能力。有孤儿工作
了，回院里看她，她细心地发觉对
方脸色不对，知道他不适合这份
工作，及时劝他换工作。孩子们
结婚了，她都会陪着挑嫁妆、配家
具。

好多从福利院回归社会的孩
子都会把她当成妈妈，过年时会
拖家带口来看望她，一起吃一顿
团圆饭。春节、元宵节、妇女节、
教师节，她的手机上总会接到很

多条祝福短信。她的手机里也保
存着成百上千张孩子们各个时期
的照片，无论是被国外还是国内
家庭收养，她都由衷地为孩子们
高兴。

如今的儿童福利事业也令她
欣喜万分，院内有医生护士，康养
水平也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份倾
注爱心的事业”，蒋晓文说，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院内封闭，她
和同事们连续数月在院内值守。
她在院内睡了三个月沙发，虽然
浑身酸痛，但孩子们都安然无
恙。她说，这一切值。

（黄孝萍/文、摄）

32年芳华为孤儿点亮一盏灯
她的两鬓已有不少白

发，而32年前，她还是一个
满脸稚气的少女。半个甲子
的岁月，皱纹已爬上了她的
额头，这份守候却让她寻找
到了自己的初心，她就是无锡市儿童福利院儿童部的主任蒋晓
文。看着一个个孤儿慢慢成长，无论他们身在何地，遇到何种困难，
她都会为他们打开大门，就像一盏指路灯，为他们排忧解难，指点人
生迷津。

本 报和阿里集团联合全
国 36 家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启
动“最美家乡人”评选。今年

“最美家乡人”评选将关注点
聚焦于“守护者”，寻找到各行
各业、各年龄层的普通百姓故
事，他们可能守护的是亲人、
朋友、战友、同学，甚至是陌生

人。您可以致电本报热线电
话 0510-88300000，或 者 ＠ 江
南晚报微信公众号留言，自荐
或推荐身边的最美家乡人，也
可以关注“天天正能量”公众
号、微博、抖音等进行推荐，参
与微博话题#最美家乡人#互动
并提供线索。

每个孤儿都是她心头的小可爱。

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她无缘高考。
当时很流行去纺织厂，收入高，不过亲
友们都说小个子的她体力不行，有人建
议她去福利院工作。“其实我特别喜欢
孩子，想去幼儿园做老师，但没得选”，
20岁的蒋晓文就去福利院报到了。

1988年的7月1日，她下了3路公
交车，还步行了好一段泥路，终于来到
黄泥头的福利院。当时门卫看着瘦小
的蒋晓文说，“小孩子不能来玩的”。解
释一番，才知道她是新职工。当天晚
上，她妈妈问她，第一天上班什么感
觉？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哗哗哗流下来
了。她没想到，她的教室里，不是一群

健康活泼、生龙活虎的学生，而是一个
个有着各种残疾的“特殊儿童”。

福利院的员工都非常好，特别照顾
她，大家相处很融洽，她决定留下来。
同一批去了七八个年轻人，有的谈恋爱
跟着爱人去了别的地方，有的去了幼儿
园做老师，蒋晓文没想到，她成了同龄
人里唯一一个留下来的老师。

至今，蒋晓文已经在儿童福利院工
作了32年，经她照料过的孤残儿童有
600多名。她在孩子们心中，是亲人，又
是朋友；是天使，也是希望，她用浓浓真
情和爱心付出，让这个大家庭充满温馨
和爱意。

1990年，福利院开始尝试聋
儿语训，她就跟着一起培训孩子，
摸索经验。没有现成的教材，就
自己编，还手工制作拼音卡片。
聋儿其实发音器官并没有问题，
只因听不见，而无法说话。当时
班里有一百多个孩子，不少孩子
的听力损失还不算严重，戴着助
听器也能慢慢恢复。他们从拼音
教起，孩子每学会一个发音，老师
都要教上几百遍。孩子会发音
了，她的嗓子却哑了。

这个培训班效果很明显，除
了无锡，宜兴、江阴都有孩子来，
甚至还有上海的孩子也被送到了

这里培训。许多孩子开口喊“爸
爸”“妈妈”的那一刻，令许多家长
欣喜若狂。有的时候，一些家长
临时有事，无法接送。蒋晓文还
会把聋儿带到家里去，每天一起
乘公交车上下班。这过程中，蒋
晓文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她1998
年考上了南师大的大专班，自学
了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
还拿到了本科文凭。

2018年 1月，一场历史罕见
的大暴雪袭击无锡，她记挂着福
利院的孤残儿童，踏着没膝的大
雪，顶着室外零下5℃的低温来到
院内。她带领教师、护理员、后勤

等教职工拿起扫帚、铁锹，推着小
推车，对院内主干道、路面和校门
口进行扫雪除冰。除此以外，她
连续三天三夜留在院内查看孤残
儿童生活情况，组织同事为孩子
保暖。一名孤残儿童忽患重病，
她一连几日彻夜守在孩子的病床
前，嘘寒问暖，为孩子端水喂饭，
直到孩子的病情明显好转，她才
依依不舍离开病房。双休日、各
大节日，她总是将福利院的孤残
儿童带回自己的家中照料，与他
们一起生活、游戏，陪他们逛商
场、游公园，让孤残儿童充分享受
家庭的温暖。

最爱孩子的她，意外遇到一群孤残儿童

为聋儿语训，视孤儿如己出

守护他们成长，每个孩子她都装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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