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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浦区人民调解协
会副会长、冰之融法律服务中心
主任王立夏从事调解工作已有
十几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
解法》正式颁布施行的这一年，
王立夏踏上人民调解员的岗
位。14年来，她带领的调解团队
以“线上+线下”、调防结合等多
元模式疏导、化解了3万余件矛
盾纠纷。王立夏先后荣获“全国
及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
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个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新时代上海
司法行政人”等称号，“王立夏调
解工作室”被评为上海市司法行
政工作先进集体。

化解婚内“探望权”纠纷
王立夏带领的调解团队始

终秉持“人民调解为人民”的理
念宗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和
谐医患关系、幸福家庭建设、妇
女儿童维权、扶残助残等领域开
展普法宣传、纠纷化解和公益法
律服务。

家事纠纷看似法律关系简
单，但其中往往存在法理与情理
矛盾交织的问题。王立夏曾受
理一起因女方起诉离婚，男方擅
自将4岁的女儿藏匿在家中不让
女方探视而引发的纠纷。为避

免矛盾激化，演变成“民转刑”恶
性事件，王立夏尝试通过“人民
调解”的方式来突破当事人的救
济途径。王立夏安排双方面对
面调解。然而调解的过程并不
顺利，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
让步，让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为了“破冰”，王立夏采取背对背
的调解方式。面对男方，王立夏
以客观、中立的身份提供法律意
见，以同为母亲的身份以情理来
切入，男方终于同意恢复之前的
生活模式，由女方负责双休带孩
子。但婚姻家庭纠纷的调处总
是一波三折的，就在约定探视的
前一晚，王立夏却接到了男方推
翻调解方案的电话，经过长达一
个小时的沟通，男方说了实情，
他担心女方接到孩子后也会把
孩子藏起来。为打消双方的顾
虑，王立夏承诺当天一大早陪同
女方接孩子，到了晚上再陪着送
回去。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两
位当事人，最终在她的调解下，
双方放弃了打官司，带着王立夏
草拟的协议书至民政局办理了
离婚手续，友好协商了孩子的抚
养权和财产分割。整个调解过
程既解决了当事人的家庭纠纷，
又缓解了法院的审判压力，以

“非诉讼”争议解决的方式化解
了这场婚内“探望权”纠纷。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
随着调解工作从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传统领域，不断向
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知识产权
等行业性、专业性新兴领域拓
展，2018 年，王立夏成立了“王
立夏调解工作室”，并创办了以

“人民调解”为核心的社会调解
组织——“冰之融法律服务中
心”，从“一个人”到带领“一个
团队”，主动走入残疾人群等弱
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法
律保障。

配合开展评残工作就是这
支调解团队为弱势群体提供矛
盾化解服务的一个缩影。

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在五
六年前评残现场一般都是乱哄
哄的，甚至需要出动警力来维持
秩序，相关各方之间矛盾层出不
穷。后来，主管部门转变思路，
委托调解员进驻评残现场提供
法律服务和纠纷化解。通过不
断探索尝试，在吃透相关法律法
规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探
索推动评残规则制度进行创新
突破，从一年三次过渡到每周一
次，将非预约制改进为预约制，
从有纸化向系统化发展，努力将
评残工作做到最优。

如今，在王立夏调解团队服
务的4家医院中，每周评残都有
两名团队的调解员值守现场。
从 2018 年至今，已协助杨浦区
12 个街道 35000 余人完成了残
疾评定，服务单位对调解工作的
评价优秀率达到100%。

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
王立夏曾处理过一起长达

十余年的“马拉松式”的医疗赔
偿纠纷。患者因肾绞痛于2009
年住院手术，术后出现血尿，每
日腹痛难忍，与医院协商赔偿不
成，多次上访无果，霸占医院病
床长达十年。历经多次调解，纠
纷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患者并
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行为严重
影响其他病患的诊治。

患者不出院，院方不赔钱，
患者自身又失去意志自治能
力，怎么办？面对这一难题，王
立夏组织了一支由调解员、公
益律师、医学专家三方力量组
成的纠纷小组，开启这场调解

“拉力赛”。
王立夏主打情理规劝牌，劝

说医患双方各退一步，先将患者
转入分院治疗，同步解决争议纠
纷；律师主打法律保障牌，不仅
全程释法释疑，还通过法院特别
程序为患者父母申请到监护人
资格。同时，邀请医学专家开展
医疗行为评估，在此基础上科学
制定赔偿方案。

历时大半年，经过不厌其烦
的反复调解沟通，最终医方同意
将拖欠的医疗费与医患纠纷补
偿一并处理，对患者作出合理赔
偿，患者也依约出院回家休养，
历时十余年的纠纷就此化解。

2023年起王立夏承接了市

妇联“妇女维权驿站项目”，以专
业力量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
询、矛盾化解、妇女权益保护等
普惠性维权服务。一名外地来
沪未成年少女，因长期缺乏家庭
关爱欲轻生自杀，王立夏联动人
民调解员+心理咨询师+青少年
社工，由三支力量组成一支三师
小组。心理咨询师为少女提供
心理疏导、释放压力；由调解员
介入化解家庭矛盾、修复家庭
关系；由青少年社工引导参与
公益活动、融入社会，最终成功
劝说女孩放弃轻生念头，走出人
生阴霾。

除此之外，王立夏秉承“每
一次调解就是一场普法宣传”的
理念，做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普
法，在普法中化解矛盾纠纷，更
好地促进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
的有机融合，将法治宣传教育贯
穿于纠纷排查化解的全过程，至
今已开展各类公益普法活动160
余场，切实提高居民群众对法律
法规的知晓度，提升法治宣传的
影响力。

青年报记者发现，原来守则
第七条规定：乘客可以免费带领
两名身高1.3米（含1.3米）以下
的儿童乘车，超过两名的按超过
人数购票。无成年人带领的学
龄前儿童不得单独乘车。

现在新的征求意见稿将“两
名”和“超过两名的按超过人数
购票”去除，改为：乘客可以免费
带领身高1.3米（含1.3米）以下
的儿童乘车。无成年人带领的
学龄前儿童不得单独乘车。

市交通委对此的解读是：随
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特别
是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
结构发生变化，守则中对乘客
可以免费带领两名儿童乘车的
人数限制，已不能满足家庭出行
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建设国际大
都市的背景下，为适应区域经
济往来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有
必要对乘客携带物品重量限制

进行调整，提升上海轨道交通服
务水平。

因此，原来守则第八条规
定：乘客所携带的物品重量“不
得超过23千克”，现在上调为“不
得超过30千克”，但是体积仍然
不得大于0.2立方米，长、宽、高
之和不得超过1.8米。

此外，在“可以免费乘坐本
市轨道交通”范围中不再规定

“磁浮线除外”，享受免费乘车待
遇的乘客凭有效证件，经轨道交
通企业查验后，可以免费乘坐磁
浮线。

为了提升乘客的乘车体验，
营造更加安全文明的乘车环境，
通过守则明确禁止吸烟范围应
涵盖电子烟，对擅自散发物品和
招揽售卖行为等影响他人正常
乘车的行为予以限制，倡导文明
乘车，不实施影响他人正常乘车
的行为，共同保障乘车环境的舒
适度和安全性。

新守则明确：凡进站、乘车

的，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禁
止擅自散发物品、招揽乘客售卖
产品或服务、从事歌舞表演等引
起聚集围观的活动。乘客应当
文明乘车，自觉保持车站、车厢
卫生和良好的乘车环境，不得躺
卧、踩踏座椅，不得实施影响他
人正常乘车的其他行为。

记者了解到，市民乘客对新

守则纷纷表示支持，有市民提出
自己的建议，强调先下后上，不
堵住车门，不在车厢里坐便携小
板凳，不打开手机公放；也有市
民建议，应该多强调倡导爱心专
座的文明使用。

还有的市民乘客建议，相应
的处罚措施应该强化推行。记
者留意到，具体的处罚措施包

括：“乘客越站乘车的，应当补交
超过部分的票款。乘客无车票
或者持无效车票乘车的，轨道交
通企业可以按照轨道交通网络
单程最高票价补收票款，并可加
收五倍票款”“乘客有冒用他人
证件、使用伪造证件乘车和其他
逃票行为的，有关信息可以纳入
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等。

上海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将修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可携带物品重量拟提高到30千克

王立夏带领团队化解3万余件矛盾纠纷

十几年如一日当好“老娘舅”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为了维护乘客合法权益，保障轨道交通运
营安全，市交通委通过工作调研，根据《上海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上海市轨道交通乘
客守则》进行修订。即日起至12月14日公开
征求意见，2025年起施行。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上海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将修订，乘客可携带物品重量拟提高到30千克。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王立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