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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远航
本报通讯员 张杨 图文报道

“真是太感谢了，没有你们
的认真负责，这起事故不可能
这么快就解决！”近日，一起交
通事故纠纷的赔偿方当事人老
沈给前黄司法所送来锦旗，感
谢工作人员的妥善调解。

5天前，这起纠纷的受偿方
当事人老周就给前黄司法所送
来了锦旗，感谢工作人员帮助
她们母女免于诉累，尽快拿到
了经济赔偿。

参与这起纠纷化解的调解
员杨晓良感慨道：“在我近30
年的调解生涯中，当事双方都
送锦旗的，还是第一次。”

这起纠纷始于今年6月的
一桩交通事故。

6月7日7时30分左右，老
沈骑电动车上班，途中超速行
驶，在无交通信号灯的路段未
能避让行人，撞倒了横穿马路
的老许。72岁的老许受伤倒
地，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
亡。

事故发生后，交管部门认

定：老沈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老
许承担次要责任。但就赔偿方
案一事，老沈未能与老许的妻
女老周和小许协商一致。老周
母女遂到武进区司法局前黄司
法所寻求调解。

前黄镇政法和社会综合治
理办公室副主任、司法所负责
人蒋晓星当即与司法所专职调
解员杨晓良、镇政府法律顾问
周相余组成调解团队，调查核
实案情，并按本次事故的责任
比例，计算出老沈需承担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
医疗费等赔偿共计52万元。

7月11日，司法所组织纠
纷双方第一次面对面协商时，
面对高昂的赔偿金额并为抢救
老许已经借款7万元的老沈表
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双
方不欢而散。

“双方当事人都是前黄
人，乡里乡亲的犯不着对簿公
堂。”为推进纠纷顺利化解，杨
晓良到老沈家走访，得知老沈
住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
建房，夫妻俩都在周边企业打
工，30多岁的儿子尚未结婚，
在工地上打工。老沈自述，上

班赚的工资除了维持家用，还
要还前些年因做生意欠下的
外债，实在无力负担 50 多万
元的赔偿。杨晓良还专门去
村委会求证，确定老沈家经济
比较困难。

7月19日，司法所组织第
二次面谈。双方当事人仍各执
一词，老沈甚至自暴自弃地表
示“实在没钱赔偿，宁愿去坐
牢”。至此，调解陷入僵局。

“如果调解破裂，最终提起
诉讼，老沈名下可供执行的财
产有限，老沈面临刑事处罚的
同时，老许的家人也将耗费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争取经济赔
偿，无疑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法律顾问周相余给出意见。为
尽快给受偿方争取到最大限度
的赔偿，司法所决定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分头调解。

“不仅要算清法律账，更
要算清经济账、自由账、家庭
账、乡亲账。”为促成老沈积极
赔偿，杨晓良再次向老沈说明
本次事故中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与刑事处罚后果，提醒他摆
正赔偿态度。针对老沈最关
心的赔偿数额问题，杨晓良与
老沈面对面，逐一计算、核对
每个赔偿项目，让老沈打消疑
虑，正视赔偿金额的合法性与
合理性。

“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
度考量有利于达成共识。”考虑
到老沈的客观经济条件，杨晓
良在老许侄子的帮助下，拿出
本地同类案例的赔偿情况，提
出适当降低赔偿金额，“老许的
亲属对于通过诉讼途径追偿也
心存顾虑，他们也不想‘赢了官
司，拿不到钱’。我们又结合老
沈积极将老许送医抢救这方面
进行劝说，最终，老许的妻女同
意降低赔偿金额。”杨晓良说。

7月26日，最后一次调解
中，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签订调解协议。

8月2日，老沈通过借款，
凑齐赔偿款并汇至老周母女指
定账户，老周母女向老沈出具
交通事故谅解书。至此，这起
纠纷妥善化解。

调解员说，这样的事他近30年头回遇到

调解后，当事双方都给司法所送了锦旗

10 日，在第 25 个“世
界急救日”来临之际，钟楼
区新闸街道残联联合市星
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荷
园社区开展应急救护科普
活动。应急救护专家通过

“理论讲解+实务操作+互
动竞赛”的方式，针对烧烫
伤、气道梗阻、心脏骤停等
方面问题，向残疾人朋友
展示了创伤救护、海姆立
克法、心肺复苏等救护技
能，增强了他们自救互救
的信心与能力。

■汪磊 史康 图文报道

学习急救技能，筑牢生命防线

本报讯（何嫄 焦瑾）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今年
8月，我市共有3人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
申领。

被 终 生 禁 驾 的 3 人 分 别 是 ：刘 宇 ，身 份 证 号
3422241989××××××××，禁驾事由为“饮酒后或者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陈守云，身份证号
5202212001××××××××，禁驾事由为“饮酒后或者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袁建，身份证号
3210831979××××××××，禁驾事由为“造成交通事故后
逃逸，构成犯罪的”。

8月，3人被终生禁驾

■本报记者 于远航
本报通讯员 马燕飞

近日，记者从天宁区检察
院获悉，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门协助一名七旬老人为自己
的孙女争取到了抚养费。“非
常感谢你们耐心细致的帮助，
现在孩子的抚养费已经到手，
再也不用为她的学费发愁
了。”最近一次通话中，老人向
本案承办检察官表达感谢。

佳佳（化名）是这起民事
支持起诉案件的当事人，她的
父母在她3岁时离异，从那时
起，她便由爷爷抚养。十多年
来，爷爷用爱与责任为佳佳撑
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由于年纪增大且没有经
济来源，佳佳爷爷已无法承担
日益增长的抚养费用，而佳佳
的父母又长期失联，老人感到
束手无策。”承办检察官说，为
了给孙女争取抚养费，佳佳爷
爷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
律援助。通过法律援助中心
与检察院之间的共享机制，检
察机关得知了这一线索。

走访调查中，检察机关详
细了解了佳佳目前的生活和
学习状况，并对佳佳爷爷及相
关证人进行询问。通过调取
户籍档案、离婚协议书、社区
居委会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
佳佳父母签订的抚养费协议
书等材料，检察官掌握了案件
的关键证据，并找到了佳佳母
亲的下落。

检察官通过调查发现，佳
佳父母离婚后，其父另组家庭，
对佳佳疏于照顾，仅偶尔支付
少量生活费；其母未按约定履
行抚养义务，曾接佳佳同住不
足半年，之后又将其送回爷爷
处抚养，从未支付过抚养费，并
长期处于失联状态。佳佳爷爷
是低保户，年事已高且无劳动
能力，难以继续承担佳佳日益
增长的学费、生活费等经济负
担，因此请求佳佳父母返还其
已支付的抚养费用。

由于父母长期失联，佳佳
感到自己被抛弃，产生了严重
的自卑心理，并在学校里表现
出旷课、社交障碍、沉迷网络等
行为。检察官立即联系心理咨
询师为佳佳进行心理辅导。同
时，承办检察官多次联系佳佳
的父母，告知他们女儿的近况，
促使他们积极参与诉讼。

2024年 3月 20日，爷爷
和佳佳向天宁区检察院申请
支持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佳佳
父母承担抚养费用 16 万余
元。两天后，天宁区检察院向
天宁区人民法院提出支持起
诉，并出庭参与诉讼。

2024年 5月 28日，天宁
区人民法院判决佳佳的父母
各向佳佳爷爷支付人民币
66500元抚养费。

判决后，检察官持续关注
案件的后续进展，特别是对佳
佳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重点跟
踪。针对父母离异和亲情淡
漠对佳佳造成的不良影响，天
宁区检察院通过法治副校长
了解佳佳在校表现，联合班主
任开展谈心，多次委托心理咨
询师对佳佳进行心理疏导。
同时，检察官继续做佳佳父母
的思想工作，试图修复亲情关
系，为佳佳创造一个健康的成
长环境。

检察官在实地走访中还
了解到，佳佳与其爷爷共同居
住在一室一厅的廉租房内。
由于佳佳的户口与其爷爷并
不在一处，申请到的廉租房面
积仅够一人使用，佳佳无独立
卧室，只能居住在客厅。为改
善佳佳的居住条件，检察官多
次与市住房保障中心磋商协
调，争取增加住房保障面积，
并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解决佳
佳的生活困境。

2024年 6月 24日，佳佳
母亲主动支付了抚养费用并
承担了诉讼费用。

经进一步跟踪回访，佳佳
重返学校后完成了九年制义
务教育，成功考入中专学校继
续学习。

父母离异，把孩子丢给低保户爷爷抚养

检察机关支持七旬老人
起诉追索“带孙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