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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年的跋涉，他的脚步踏遍了泽库的
山山水水，村村落落。走村进户排忧愁，调
解棘手疑难杂症纠纷 1000 余件，调解成功
率达到 95％以上……在麦秀镇这片 130 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凭着一颗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诚心和坚持正义、实事求是的公
心，平复了一件件矛盾纠纷，诠释了一名基
层人民调解员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今年 8
月10日青海省司法厅《关于开展“最美人民
调解员”评选活动的通知》（青司发〔2016〕9
号文）精神，拟确定的十名“最美人民调解
员”中关于日巴加布的介绍语。

在全省 10 名“最美人民调解员中”，日
巴加布年龄最大，做调解员的时间也最长。

据悉，泽库县司法局探索推进“两法+
特邀”的调解模式，即从县法院和县司法局
各选任一名优秀干部，从群众中选聘若干名
优秀调解能手，成立特邀人民调解委员会，
对全县及各乡镇挂牌的复杂疑难矛盾纠纷
先行“会诊”，并按照“一纠纷一方案”的原则
研究制定调解方案，有效化解全县复杂疑难
矛盾纠纷，得到群众一致认可。日巴加布就
是泽库县司法局联合特邀人民调解员中的
一员，他每年都积极参与由司法局组织的培
训，在律师、法官等法律专业人员的以案说
法中学习法律知识，以提高自己的调解能
力，并参与对全县疑难、重大纠纷庭前调解
工作。从2013年起，日巴加布参与了130多
起疑难、重大纠纷，其中成功调解124起。

最令记者敬佩的是，在日巴加布 38 年
的调解生涯中，绝大多数调解都是义务性质
的，得不到一分钱报酬。据了解，我州从
2010 年以后，才有了人民调解员经费保障
办法，一年只有500元的报酬。州司法局基
层工作指导科科长李建龙感慨到，现在的年
轻人即便每月500元，恐怕没多少人愿意做
人民调解员，一年500元的经费都不够日巴

加布报销来回路费等费用，但他依然坚持
着。现在司法系统更多采用的办法是“以奖
代补、以案定补”，一个案子也不会超过200
元，但日巴加布却仍然不急不躁、无怨无悔、
甘做群众解忧人！

在日巴加布的家里，记者看到了他获得
的省、州、县、镇、村级各种奖状。1990年获
得黄南州公安局颁发的治安保卫工作优异
成绩奖，1991 年获得泽库县第二届民族团
结先进个人，1993 年获得泽库县司法局全
县人民调解先进工作者，1995 年获得青海
省司法行政工作先进工作者……他做人民
调解员至今获得镇、村级奖状无数，这些成
绩里所饱含的辛勤汗水和无私的奉献，只有
他自己和家人最清楚。

如今日巴加布已年过花甲，一处宽敞的
院子，几间简单房屋和一些陈旧的家具，似
乎见证着这位老人不计得失、淡泊名利与金
钱的生活与节操。平常，他跟老伴、女儿女
婿、三个孙子一起围坐着火炉一日三餐，磕
头诵经，一旦哪里有纠纷有矛盾，他立刻动
身，去做那个小事不扩大、大事不激化的“和
事佬”，和颜悦色地把和美送到群众身边，给
社会注入更多和谐因素。

“只要我身体允许，我还会继续做调解
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干不动为止。”当记者问
他，“身体怎么样？以后还会接着干调解工
作吗？”已经74岁的日巴加布眼神中满是坚
定和执着。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的日
巴加布已成了当地群众人人知晓的“调解
明星”，群众一有难处理的纠纷，都要找日
巴加布解决。这位草原上的牧民“和事佬”
用心为群众化解纠纷、排忧解难，用“俯首
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耕耘着，用毕生的奉献书写着他人生
的信念……

一位74岁的
牧民“和事佬”
文 / 图 本报记者 韩丽 王玉娇

1978年，36岁的日巴加布接受了一份别人并不看好，但他认为既然选择就要
用心的工作——泽库县麦秀镇赛龙村调委会调解员。这一干，他整整干了38年！

1986年的一天，同仁县扎毛乡卡苏乎与麦秀
的群众因为草场地界纠纷，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最后导致人员伤亡的惨痛结果。日巴加布承
担起了调解双方纠纷的重担。当时情绪激动的
群众都已经商量购买枪支，用武力解决问题。日
巴加布赶过去后，先阻止大家购买枪支，并在那
里几天几夜、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放下恩怨、解
决问题，他内心秉持着自己一贯以来的原则：第
一，要依法，要公平公正；第二，要合情合理，要遵
循宗教教义中因果报应、与人为善等积极的因
素。他把各种道理一遍遍揉碎了反复去讲。终
于，双方态度从僵硬顽固变为平和冷静，最后，这
两个地区长达3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纠纷在日巴
加布的坚持和努力下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日巴加布的生活和工作中，经历过各种
各样的纠纷调解。2006 年，甘肃碌曲县发生一
起活佛与群众之间的纠纷。活佛的坐骑被割了
尾巴，家里一千多斤酥油里被倒了汽油……老
百姓口中的“金牌调解员”日巴加布被请到甘
肃去解决这场纠纷。他依然用真情感化和开导
两位当事人，最后让两个彼此仇恨的双方为自
己曾经的冲动与武断而忏悔道歉，并冰释前
嫌，放下过去。

日巴加布真情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用公
平公正对待纠纷双方当事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几十年如一日。泽库县司法局副局长也登加
说，日巴加布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他对工作
的责任心，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泽库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宁吾加告诉
记者，“日巴加布作为调解员，积极参与调解
工作，处理问题也很有主见，在工作中遇到不
懂的法律知识经常会咨询，而且他非常热爱
人民调解工作，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时常
从上午十点钟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

宁吾加讲起了几年前日巴加布处理的一
则案例，多禾茂乡的三个孩子，在学校课余时
间玩耍时，两个孩子不慎用一枚钉子扎伤一
个孩子的眼睛，引发三家人的纠纷，由于此事
是在学校课余时间发生的，所以作为校方也
难辞其咎，伤者孩子家长认为以后孩子的那
只眼睛以后有可能就废了，因而，要求校方和
另外两个孩子家长一次性赔偿 48 万元。这
件事在泽库县还是第一例，日巴加布深知如
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引发几家人乃至家族
之间冲突，对三方都会有不好的影响。针对
这种情况，日巴加布给北京、兰州的医院打电
话，从医生那里详细了解孩子的伤情和恢复
期的可能，得知由于孩子才 11 岁，视网膜正
处于发育阶段，以后恢复的可能性很大。了
解了实际情况后，日巴扎布在三方之间进行
协商，通过连续四天的努力，最终决定由学校
承担医疗费用的50%，双方家庭各承担25%，
当日就给受害方兑现了 12 万元的赔偿。对
于这个调解结果，三方均表示无异议，并且当
场握手言和，事情也圆满的划上了句号。

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是维护基层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日巴加布用真诚
担当正义，为维护社会稳定奉献自己的力量。

“我原本是同仁县双朋村的，年轻的时候入
赘到赛龙村，其实入赘女婿在村子里一般处于
弱势地位，然而日巴加布在调解时并不会偏袒
他的同乡，更不会因为对方的势力而影响自己
的判断，调解双方矛盾时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所以我对他的调解结果是心服口服。”同村的华
贡说道。

在华贡家中，记者见到日巴加布与华贡热
情地握手打招呼，他回忆道，那是 2015 年 9 月
份，自己家里要准备盖房子，拉来了几车石头，
就堆放在了邻居家宅基地的墙外，邻家两个儿
子呵斥华贡，要求他马上搬走，双方因为此事还
大打出手，导致华贡右手严重骨折。随后华贡
就将此事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出面进行调
解，但双方就医疗费用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僵局
就这样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间一直持续
着。就在这时候，华贡提出要邀请日巴加布进
行调解，日巴加布根据华贡的伤势和双方的经
济条件，最终提出要邻居赔偿4万4千元的医疗
费，这个调解决定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两家终于
和解。在日巴加布的耐心劝说下，邻家两个儿
子按照藏族的风俗亲自到华贡家赔礼道歉。两
家当事人由怒目相向、大打出手，到最后握手言
和，日巴加布成功的将一场干戈化为了玉帛。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经过这件事情，两家关系
比以前还好了，华贡的儿子也和邻家两个儿子
成为了好朋友。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日巴加布勇于
担当，凛然正气，抑恶助善，得到了群众的称赞
和尊重，并且声名远播。

日巴加布与纠纷当事人华贡日巴加布与纠纷当事人华贡。。

他用真情丈量责任，传递和平和善

日巴加布与该县法院立案庭庭长宁吾加与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日巴加布与该县法院立案庭庭长宁吾加与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 日巴加布家的荣誉墙日巴加布家的荣誉墙。。

他用真诚担当正义，
送去和好和顺

他用温暖撒播爱心，
唤醒和气和睦和气和睦

他用毕生书写信念，弘扬和谐和美和谐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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