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后是“厨”长
在小区里， 我现在常能见到老李

从菜场买菜回来，我便和他开玩笑说：
“大处长也买起菜来了？ ”

听到我的玩笑话， 老李哈哈一笑
说：“怎么？ 是人还不干活呀？ 告诉你
吧，我以前是处长，退休后照样是‘处’
长。 ”我不解。 “怎么？ 你不相信？ 我退
休了， 有的是时间， 家里的饭我全包
了，每天要买菜做饭下厨，你说还不是
‘厨’长吗？ ”老李说。

（李朝云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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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调解团队 做公益收获快乐

� � � �去年初，在了解了贾维侠 12 年来自
己出资创办调解工作室的事迹以后，我
被侠姐的无私付出和满满正能量所感
动，于是加入了“侠姐调解”团队，学习着
做一些具体的调解公益工作。

进入团队以后， 我比较快地进入角
色。 首先向身边的调解员学习。 再就是向
书本学习。 我自学心理学，了解各种人的
心理特点。 比方说再婚家庭成员的心理特
点。 学习法律，学习宪法，继承法、婚姻法、
反家暴法。 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使
自己在具体的调解中能够得心应手。 第三
是在电视里学习，学习江西电视台金牌调
解栏目的实践调解。 我在手机里装了爱奇
艺和华数 TV，每天随时可看，江西台的高
水平调解，主持人、观察员、调解员的精彩
发言，都是我学习的内容。

全年义务参加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60
多起。 我虚心学习，认真倾听双方当事人
的倾诉，作为当事人倾诉的对象。 并作认
真的记录，一边听，一边分析矛盾的主要
方面，研判调解方向，对于严重缺德违法
的矛盾纠纷，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地给予
指出。 而且按照要求， 认真做好调解笔
录，签订调解协议。 有的案件还做卷宗。
一些难调的案件在我的努力下， 调解成
功。 比如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妻， 离婚 39
年后，调解成功，于 2019 年 3 月份，重新
领了结婚证。 女方将户口迁到男方家，办
理了低保，结束了在外流离失所的生活。

做调解工作，辛苦是家常便饭。 去年
7 月 29 日这一天调解两起案件，上午 10
点多妇联主席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调解
一对外地夫妇的纠纷， 一直调到下午 6
点多，总算调好他们的矛盾，签订了调解
协议，晚上又调了另一起案件，10 点多才
结束，回到家，洗了澡，睡下时已经 11 点
多了。 一天调解两起案件，没有午休，连
续调解 12 小时……

做调解工作，也有委屈的时候。 有一
对夫妇，经过我们多次调解，达成协议：

在女方生病期间暂不提离婚。 调解完毕，
按照要求，我们做了卷宗，上报司法所，司
法所考核我们， 打电话向当事人求证。 当
事人以为我们将她的隐私公开，怨恨在心，
竟四处告状：不认识我们，并且从未给她调
解过。 当然，她的谎言最后不攻自破……

当调解成功一起起案件， 当看到濒临
离婚的家庭破镜重圆， 多年的上访户息诉
回归，为争财产的再婚夫妇握手言和，为双
方自愿离婚的家庭和平分手时， 生活无着
的老人安享晚年时，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
己。 自身价值得以实现，什么辛苦都值了。

我还抽时间研究婚姻家庭问题， 传授
婚姻家庭经营方法。 在调解过程中， 我发
现家庭琐事是造成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第
一原因， 婚姻破碎的“第一杀手” 不是出
轨， 而多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而大多
数夫妇不懂婚姻家庭经营的方式， 不会沟
通，只会相互埋怨，不会欣赏，只会相互贬
低，不会说爱，只会相骂。 于是我写了《和
睦家庭的说话方式》《用心经营婚姻家庭》
《亲子关系要讲究爱的表达方式》等等文章
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研究， 并发表在报刊
上。 受妇联邀请， 在基层妇联干部培训班
上作了题为《厚养薄葬》《和谐家庭的经营
方式》的演讲，反映良好。

（市区 吕云兰 68 岁）

阅读提示

岁岁年年花相似， 年年岁岁人不同。 回想 2019
年，有哪些可圈可点的事值得留存呢？ 加入了“侠姐调
解”团队，做公益调解意义非凡，也让我收获了快乐。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欢迎
投稿 。 来稿寄：丽水市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
室处州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 电子
邮箱：57218760@qq.com。

� � � �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我们， 更不
强求去懂所有人，大千世界，每个人都
是不同的个体，无需强求一致。我们都
是时间的过客，只做真实的自己。

（云和 林兴亮 68 岁）

洗衣机是我的“干女儿”
� � � �我没有女儿，只有三个儿子，第三代
又是孙子，第四代又是重孙。 取消了我当
丈母娘、当外婆的资格。 看见人家有女儿
体贴父母，关心照顾父母，孝顺父母，我
好羡慕！ 特别是洗衣服、洗被子、洗毛毯
是我最头痛的事，过去在职时，一到星期
天做得腰酸背痛， 被子洗好后要两个人
抬起来拧干。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
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了洗衣机，于
是我就认它做我的“干女儿”，“干女儿”
把我从繁重的洗衣服中解放出来。 它很
听话，叫它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也
很勤劳，一天叫它洗两三次也没意见。 洗
好了水脱得很干， 它在洗得时候不用你

操心，自己可以干别的事情，洗好后，它会
发出嘀嘀嘀嘀的声音告诉你。 并且它还会
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布质的衣服，采取
不同的洗法。 有轻柔、有强力、有家纺、有
羊毛洗、运动洗、超净洗等，这个“干女儿”
不比亲女儿差。 这次换了一台洗衣机更惹
人喜欢，它是玻璃盖的，开始洗的时候能
看见衣服左右旋转， 如果肥皂水还没荡
清， 就可以加一次水延长洗涤的时间，这
样衣服洗起来就很干净。

它对我这么卖力， 我对它也很爱护，
衣服洗好后我用布把它盖好，哪里脏了就
把它擦干净。 它是贴心的“干女儿”，我们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市区 何杏仙 80 岁）

为什么不白天卖
央视有个老头卖桃的广告，我一

看就发笑， 还喜欢学老头的北方话，
尤其是那句“自从有了拼××，桃子可
以拿到网上去卖，再也不愁卖啦”。 那
天我又信口说起那句“可以拿到网上
去卖”，小外孙跑出来问我：“外公，你
再说一遍，到哪里去卖？ ”

“到网上去卖啊。 ”
小孙子不解 ：“为什么不在白天

卖呀？ ”
（汪兴福 7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