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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男）与王某于 1995 年结婚，并育

有一女。在 2015 年李某却开始与张某同居，

2020 年张某又分两次向李某银行卡转账 72

万元。由于张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限制行为

能力人，2022年李某突然寻不见踪影， 张某

就每日来到王某居住的小区内大喊大叫、进

行骚扰，并要求王某交出李某，扬言若李某不

出现便赖在小区不走。 因张某频繁骚扰且情

绪激动，严重影响王某及家人的日常生活，更

令王某一度患上抑郁， 王某女儿也不愿出门

上班。为解决这个问题，王某向华泾镇“华芳”

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希望能够停止侵害。

全国模范调解员、上海市首席人民调解

员石顺芳在接收到调解申请后，向王某具体

了解了案件情况。王某告知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并称其目前也联系不上李某，而张某的

持续骚扰，严重影响了自己与女儿的正常生

活，希望张某停止侵害。 对于张某所索要的

钱款，如果对方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存款为

其所有，则可以归还该钱款。并且，由于李某

的身份证及工资卡等都在张某身边，王某也

想收回这些物件。

在向王某了解基本案件情况后，针对王

某的诉求，调解员也听取了张某的法定监护

人吴某（张某儿子）的详细描述。 吴某认为，

其母张某与李某同居时，吴某已多次告知李

某其母亲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李某不听

劝告，坚持己见，甚至写下保证书表示会一

辈子照顾张某，李某的种种表现让张某认为

其找到了真正的依靠；同时，张某将其多年

积蓄 72 万元分两次转入李某名下的银行

卡， 这些钱款均以李某的名义购买理财产

品，而且目前李某突然不知所踪，不论是基

于两人的感情过往还是所涉钱款，张某都是

要找到李某的。 针对两笔理财产品所涉钱

款，吴某提供了相关存单，证明张某享有这

两笔理财产品钱款的所有权。

经过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分析，结合当

事人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石顺芳组织当事

人双方进行调解。 对案件进行再次梳理时，

石顺芳发现，张某的部分诉求权利主体系李

某，李某若是不出面授权，王某作为李某的

妻子，则无权处置李某相关财产，调解也就

无法推进。 石顺芳及时向王某作出说明，希

望李某能够出具王某作为其代理人的委托

书，以顺利推进后续调解工作。很快，王某便

主动联系调解员，向调解员递交了李某的委

托书及李某拍摄的委托视频，调解进程得以

继续开展。

针对钱款的利息补偿等问题，石顺芳结

合案件事实提出调解方案，劝说双方当事人

各让一步，由王某向吴某支付一万元作为该

笔利息损失的补偿，当事人双方经过考虑后

当场表示同意。最后，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

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石顺芳表示，本案是涉及婚外情的家庭

关系问题叠加经济纠纷的复杂型案例，家庭

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也是最基础的群

体形式，因此，家庭关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

的重要因素，“通过与当事人双方的真诚沟

通， 引导当事人直面婚姻家庭中的病症，同

时，对纠纷双方进行释法说理，成功地化解

了这起因婚外情引发的纠纷，从而维护了社

会的和谐稳定。 ”

据了解， 曾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的石顺芳被上海市调解协会评定为首席人

民调解员，她始终坚持“矛盾纠纷无小事”的

工作理念，自 2006 年以来，长期工作在基层

调解第一线，她不怕“跑断腿、磨破嘴”，用真

诚打动人，用法理说服人，深受社区居民群

众的喜爱。她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十几年来化

解各类纠纷五百余起， 调解成功率 98%，为

华泾地区的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重重矛盾如何解

“华芳”调解工作室出手止纷争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2月 20日上午 7时许， 李老师在龙漕路

乘坐 56路公交车，当车辆到达凌云路终点站

后，李老师匆忙下了车，却将装有平板电脑的

布袋遗落在车上，到学校后没过多久，她才发

现电脑不见了。 上午 9时许，心急如焚的李老

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折返“来时的路”问询，

都没有着落。 直到来到 56路凌云路调度室问

询才有了转机。 李老师刚一进门，就看到自己

的平板电脑在调度室的办公桌上，经与当班调

度员王艳核对后领回了自己丢失的平板电脑。

原来李老师乘坐的车辆抵达凌云路终点

站后，当班驾驶员钱志宏做“一程一检”时，发

现后排座位上有一台平板电脑， 马上交给当

班调度员王艳。 正当调度员王艳犯愁如何才

能找寻失主时，失主却自己找上门来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我是学校的老

师，电脑里面有很重要的学习资料，要是丢

了，连备份也没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非

常感谢 56 路好司机、好调度员！ ”临行前，李

女士对公交人拾金不昧的精神不停赞许，并

表示会再次前来送锦旗以示感谢。

平板电脑失而复得“一程一检”立功劳

近期，关于“家长带男童

进女厕”的新闻登上了热搜，

父母带异性孩子出行会遇到

上厕所的麻烦事儿， 儿女陪

伴异性父母外出如厕时也会

有相似的问题。

为了让“方便” 不再尴

尬， 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近年来持续关注环卫公厕

改造中“第三卫生间” 的设

置， 充分利用公厕的有限空

间，因地制宜，将已有的无障

碍间进行提质升级， 改造成

更加人性化的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顾名思义，

既不是男厕， 也不是女厕，而

是一个“中立”的空间，它不仅

可以满足异性家长陪孩童“方

便”的需求，还可供亲属陪护

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如

厕， 在避免性别尴尬的同时，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隐私，称得

上是厕所文明的又一标志。

自 2023 年以来，徐汇区

已新增 4 座第三卫生间，分

别是宛南五村 1 号旁公厕、

乐山路 71 号公厕、龙华西路

39 号公厕、龙州路 511 号公

厕。这些“第三卫生间”，标识

明显，设备齐全，方便市民，

广受赞誉。

区绿化市容局在公厕的

改造过程中， 坚持从细节入

手， 充分体现出老人友好和

儿童友好的理念。 为了方便

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使

用，在“第三卫生间”的坐便

器、 小便器和洗手台边都配

备了安全扶手， 设置了成人

可折叠座椅， 全方位体现人

文关怀的暖心服务。

“第三卫生间”的空间比

较大，除了成人坐便器外，还

有低位坐便器、托婴板、儿童

座椅及高低洗手台等人性化

设施。

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

打造“全龄友好”“育儿友好”

的公共厕所是衡量城市现代

化程度的标准之一。 建设“第

三卫生间”有利于整体提升公

厕的管理水平， 某种程度上，

它对干净卫生的要求更高。

下一步， 徐汇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将加大对大型商

场、 文化体育场馆、 旅游景

点、 公园等人流密集场所附

近公共厕所的“第三卫生间”

设置， 切实方便有特殊需求

的市民， 以实际行动更好地

为群众办实事。

（来源：区绿化市容局）

“第三卫生间”

让“方便”不再

尴尬

�通讯员 冯联清

楼道，是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米”，是公

共生活的“最小单元”。

康健街道某小区 78 岁的居民王老伯

（化名），有捡拾积攒各种垃圾的习惯。 长期

以来，王老伯把他所收集的垃圾陆续搬运到

他所居住的 6 楼， 堆积在楼道等公共区域。

经年累月，楼道内堆满垃圾，几无下脚之处，

严重影响邻居出行和生活。 他还擅自向“平

改坡”空间发展，致使楼道“平改坡”空间里

也塞满垃圾。

为此，居委和业委会工作人员多次到现

场实地察看，了解情况。做王老伯工作，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 王老伯每次都配合清理一

下，但过段时间，仍我行我素，故态复萌。 家

人面对固执的老人也无能为力。如此反反复

复，楼道和“平改坡”空间内垃圾爆棚，成为

社区一个老大难问题。

2022年底，邻居忍无可忍，以扰民理由将

王老伯上诉至法庭。居委、业委会、物业工作人

员在法庭开庭前提前介入。 街道城管也到了

现场，在王老伯家人配合下，对其说明利害关

系，要求彻底清除积存垃圾，恢复楼道秩序。

在居委、业委会、物业工作人员劝导下，

王老伯最终同意配合彻底清除垃圾。

清除垃圾当日，小区居委、业委会、物业

“三驾马车”都来到现场参与清理工作。街道

管理办安排多名市容协管队员帮忙出力，从

6 楼楼道和“平改坡”空间内清理下来的垃

圾堆积如山。

街道、居委和业委会人员决心通过这次

清运积存垃圾工作，举一反三，建立相关长

效机制，加强楼道巡查力度，消除火灾安全

隐患，防止堆物反弹。

老人拾荒成瘾“堵”楼道

社区协力清理“垃圾堆”

�记者 吴会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