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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银尚

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张信达

昨日，记者来到金华市金东
区社会治理中心俞国强调解工
作室时，俞国强正在调解一起设
备租赁纠纷。

虽然已经 65 岁，俞国强依
旧步履铿锵、热情饱满。一台电
脑、一张桌子、几人围坐，退休 4
年来，他在矛盾中转圜调和，将

“剑拔弩张”化为“风平浪静”。

调解纠纷注重四个“要”

工作至今，俞国强已经和法

律打了 40 多年的交道。他曾在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工作，在

职期间，他 16 次被评为“金东法

院先进工作者”，还获得了最高

人民法院颁发的天平荣誉奖章。

退休后，俞国强依然没有闲

下来，他将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

运用到调解事业中。“调解工作

与法官审理工作有相通之处，自

然 要 发 挥 余 热 为 百 姓 排 忧 解

难。”本着这样的初衷，他四处奔

忙，投入到各类疑难纠纷中。

从老法官“一键”转换为专

职调解员，俞国强有一套自己的

“调解经”：一要以诚待人，用心

去调，千万不能把调解案件当作

完成某项工作去对待；二要理清

案件调解思路，熟悉研判案情，

抽丝剥茧找到调解的突破口；三

要秉持“人民调解为人民”的亲

民原则，用情感打动双方，让案

件当事人放下心中芥蒂握手言

和；四要积累良好的口碑，收获

当事人及代理人的信任。在如

此用心的调解中，去年一年，他

成功调处各类诉调个案 343 件，

诉标达千万大案 4 件，调解成功

率达52.3％，得到大家称赞。

“情”与“法”张弛有度

与之前的审理工作不同，俞

国强认为，调解工作的重点是"
情”，最终落在“法”上，凭借着对

调解的执着和热情，他在“法”与

“情”之间张弛有度，打开人们的

心结。

去年 6 月，俞国强和工作室

成员倪数文接到一起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涉及标的金额近千

万。凭着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

及办案经验，他们迅速与承办法

官取得联系，制定了调解方案。

这起案件是他调解工作中

的“冰山一角”，他还曾帮助解决

154 名网约车司机退押金纠纷、

金东区某美容院美容医疗纠纷

等多个疑难案件。

4 年来，俞国强协调处理成

功逾 2000 余件案件，他不仅成

为金东区人民调解协会副会长、

浙江省二级人民调解员、金东区

人民调解专家库成员，还走出工

作室，成了金华电视台栏目的特

邀“老娘舅”。未来，他还要持续

奔跑在化解民忧的道路上，做百

姓身边的一道“光”。

老法官化身调解员老法官化身调解员

本报记者 夏凌
通讯员 雷振芳 孙玮聆

大头面具、鲜艳服饰、夸张表演，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点，演员全程没
有一句台词，却表现出一个有趣的故
事。这个颇具民间舞剧特征的节目叫

“跳净童”，是我省非遗传统舞蹈，在建
德市钦堂乡谢田村一带已流行 140 多
年，是当地最古老的传统表演艺术之
一。

上周五，见到建德市85岁的“跳净
童”非遗传承人陈斌能时，他正与徒弟
包芝球商量寻找接班人的事，“我们希
望找一个更年轻的接班人，将非遗项目
传承下去。”

舞蹈起源竟是旧时为“治病”

“跳净童”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从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头和尚戏柳翠”

中可以看出一二：村姑柳翠来寺里拜

佛，老和尚想乘机调戏柳翠。小和尚

设法请来了土地公公，两人联合狠狠

地打击了表里不一的老和尚。

内容虽朴实无华，但却是当时百

姓对惩恶扬善的一种期盼。

作为土生土长的钦堂乡人，陈斌

能从小便熟悉“跳净童”，先后看过3代

人表演。“村里有个剧团，每年元宵节

前，他们会把演出面具糊好，元宵节当

天表演，随后将面具烧掉。”

为什么要烧掉面具？旧时，钦堂

谢田村地处偏远，缺医少药，山村孩童

春季常患“猪头疯”（腮腺炎）。村里患

病的孩童就带上面具，跳起这种促进

头部、颈部运动的舞蹈。跳完之后，村

民会将面具烧毁，期望随着面具的消

失将病魔驱除。

“现在，医疗水平提高，村民医学知

识增长，大家已不再依靠这一舞蹈治

病，跳的人也就少了。”陈斌能说，2012
年，建德市文化馆需要整理“跳净童”的

文化资料，找到自己帮忙来整理。

古稀之年学“跳净童”

虽然看过“跳净童”，但陈斌能没有

学过、跳过，该如何整理资料？幸好以前

有一位老前辈整理过一些资料留给他，

他又结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浙江传》中

的“跳净童”内容，进行资料归纳整理。

2014 年，钦堂乡提出要恢复民间

艺术，但原来的扮演者都已上了岁数，

跳不动，也讲不清了。当时 75 岁的陈

斌能暗下决心，自己学着跳。

他向“跳净童”第三代传承人陈如

惠学艺，又根据回忆，结合资料，摸索出

4个角色的不同舞步。“每个角色都有自

己的特点，比如小和尚主要是旁踢步、

前倾后踢步、后仰前踢步，童趣顽皮。”

陈斌能学成后，又分头表演给曾经的

“跳净童”4 个角色表演者，得到了一致

认可。此外，他还学习“跳净童”的面具

制作、音乐锣点的节拍调整。

作为非遗传承人，陈斌能自编学

习教材，拍摄教学视频，精心撰写《漫

谈谢田净童缘》，将“跳净童”的起源、

发展和特点记录到《谢田村志》《钦堂

乡志》中。他还将跳净童项目深度融

入乡村旅游，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和各类品牌节庆活动进行展演。

用书法讲好中国故事

除了非遗传承人的身份，陈斌能

还是国家特级书法师。他创作的《满

江红——炎黄颂》被北京炎黄之子书

画院永久收藏，还被推荐收编在《当代

名家书画系列丛书》中，向国内外发

行。

《鹧鸪天·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新

安三绝》⋯⋯陈斌能用手中的毛笔讲好

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陈斌能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

老年学员走进老年学堂，乐享文化养

老、智慧养老。陈斌能在钦堂乡的1所

老年学校、4 个老年学堂开设公益课程

——“跳净童”舞蹈和书法课，吸引了

众多学员。

流传百余年的非遗技艺谁来传承？

85岁老人发出“寻人启事”

当事双方在俞国强的调解下签字和解。

受访者供图

陈斌能在制作面具。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