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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法治

香洲区人民法院为聋哑当事人提供暖心司法服务

“无声”调解
让双方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马涛 通讯员
赵瑜 苏倩雯 张梦颖）调解“无
声”，司法有情。近日，香洲区人
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双方当
事人均为聋哑人的民间借贷纠
纷，从立案到结案仅仅用了66
个小时，让当事人在“无声”的世
界感受到暖心的司法服务。

昔日好哥们
因2万多元借款玩失踪

2020年 8月14日，临近周
五下班时间，香洲法院立案大厅
来了位“特殊”的当事人，与一般
案件不同，当事人小张是聋哑
人。香洲法院立即启动了专门
照顾老、弱、病、残当事人的“绿
色通道”，安排专人为小张立
案。立案法官为了快速了解案
情，除了仔细查阅小张书写的起
诉状，还通过手机打字方式与小
张交流，了解到事情的原委。

小张和小吴，在篮球场上相
识，或许因为都是聋哑人，相同
的境遇让两人成为一对好哥
们。和小张不同的是，小吴的父
母离异，并且都重新组建了家

庭，留下小吴一个人生活，靠打
工收入度日。三年前，小吴向小
张借钱，小张二话没说，从积蓄
中拿出 2万多元钱让他应急。
可没想到，正是这笔借款，让兄
弟俩产生嫌隙。小吴在借钱时
曾许诺有钱了马上归还，但之后
却一直没有兑现诺言，以各种借
口推脱还款，最后还玩起了失
踪。小张只能偶尔通过微信与
其联系，多次催讨未果后，小张
只好选择到法院起诉，要求小吴
归还欠款。

“无声”调解
促成分期还款解僵局

该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聋
哑人，如果按照正常的审判程
序，送达、开庭、宣判等各个环节
都会更加复杂，诉前调解无疑是
最佳选择。立案法官受理案件
后，立即将该案分流至诉前调解
渠道，委派给擅长处理民间借贷
纠纷的特邀调解员张宝枢开展
诉前调解。接受委派后，张宝枢
调解员通过微信与小张、小吴取
得联系，之后充分利用周末两天

时间为双方分析案情。最终，两
人同意到法院进行面对面调解。

2020年 8月17日上午，双
方如约来到香洲法院调解室。
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情况，为保障
聋哑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香洲法
院特意聘请了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专业手语老师担任翻译参与
调解工作。调解现场，在手语老
师的协助下，小张和小吴不停地
打着手语“激烈争辩”，张宝枢调
解员则耐心“倾听”双方各自的

“陈述”，适时安抚他们的情绪，
并围绕事实、法律、道德、情感、
责任等方面释法明理。交流环
节在手语老师一个个手势、动作
下曲折推进，调解过程持续近两
个小时，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达
成了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香
洲法院也对调解协议当场进行
了司法确认。

离开法院前，小张比划着手
势通过手语老师表示：“法院的
工作人员非常忙，但都非常有耐
心，大家一直都对着我微笑，帮
我解决问题，我感觉特别高兴，
也特别温暖”。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为进一步加强创建平安横
琴，努力营造横琴居民学法、知法的法治氛围，增强学
生的法治观念，8月26日，由横琴新区政法办、平安
办、扫黑除恶办、普法办主办，珠海市新豫青少年综合
服务中心承办的“创建平安横琴”系列活动之“青少年
模拟调解庭”在横琴新区市民艺术中心上演。

学生们通过扮演调解员、书记员、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证人等角色，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场借书
纠纷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最终经过调解庭达到调解
的全部过程。本场模拟调解庭活动吸引了50余名
居民到场观看。看完后居民们纷纷感叹，平时要与
人和谐相处，遇事一定要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
益。学生们也表示：在这次活动中受益匪浅，以后
一定会更好地学法，要争做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本次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参与、让青少年亲身体
会，用一件经常发生在学生身边、具有典型教育意
义的纠纷，以案说法，使学生们在这次纠纷调解庭
中学法、知法、懂法。

横琴新区营造居民学法、知法氛围

“青少年模拟调解庭”上演

学生们扮演调解员、书记员、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证人等角色。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