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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人生大事，每
个人都应该慎重对待。在
我市婚姻登记处有这样一

个岗位，工作职责主要是为市民
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努力让不应
离婚的夫妻破镜重圆，让他们对
婚姻、对家庭有个重新的认识。

李丽君是我市“李姐调解室”
负责人。退休后，她从事婚姻调
解工作已有 4 年。每周二下午，
李丽君都会按时出现在市民政局
的离婚家庭辅导室，为打算办理
离婚登记的夫妻进行劝导、调
解。“月老”负责牵红线，而她则负
责把要断掉的红线接回去。

上周二下午，记者走近李丽
君，真实记录她的工作状态，探访
她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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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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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破裂了 如何把断掉的红线接回去
姐妹花记者近距离感受婚姻调解员的工作日常

融媒见习记者 王佳涵

下午 2 时，婚调室接待了一对年

轻夫妻。双方均冷着脸，一言不发。

“你们好！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带

了吗？”李丽君微笑着问。

女方说：“材料都在这里了，我们

不用你调解了，直接办理离婚登记就

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必须离

婚！”面对女方冷漠的态度，李丽君丝

毫不在意，依旧温和地说：“我能理解

你们的心情。虽说婚姻自由，但也要

慎重考虑。你们才结婚一年多，婚姻

是需要磨合的，毕竟相遇也是一种缘

分。你们觉得呢？”

冷脸的妻子在李丽君的循循善

诱下，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不禁向

李丽君倒起苦水来：“我是真过不下

去了，我老爸患了重病，而他妈妈只

是腰椎不好而已。他却不来照顾我

爸，你来评评理，到底是谁对谁错？”

面对妻子的哭诉，一旁的丈夫一言

不发。

“你先别急，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过错不可能只在一方。虽然你的父亲

病得更重，但你是否也照顾过他的母

亲呢？你们是一家人，赡养父母应该

是你们共同的责任啊。”李丽君耐心地

说。听了李丽君的话，妻子似乎意识

到了什么，开始小声辩解道：“可是，我

工作很忙⋯⋯”看到眼前这对冷着脸

的夫妻已有缓和之意，李丽君知道，这

次调解可能起效果了，于是顺势让他

们回家再好好商量商量。

“我今天可以先帮你们登记。离婚

有个冷静期，如果你们不想离婚了，30

天后不来办理离婚证便会自动撤销。

趁着这段时间，你们再好好想想吧！”

在一番劝导后，这对夫妻终于离开了

婚调室。

“李老师，您太厉害了，短短几句

话就让他们敞开了心扉。”在一旁观察

的记者由衷赞叹。李丽君笑着说：“这

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了，不少前来离

婚的夫妻都是在气头上，在家里冷静

不下来。两口子吵吵闹闹，到我们这

里后，经过我们耐心劝导，双方反思婚

姻中存在的问题后，才能静下心来沟

通交流。”

寥寥数语
让冷脸夫妻缓和下来 “ 你 好 ，我 们 来 办 理 离 婚 登 记 申

请。”不一会，婚调室又走进一对夫妻。

“你们好，相关证件都带了吗？离婚原

因是什么呢？”面对李丽君的提问，夫妻

俩只是提交了相关证件。丈夫淡淡地

说了句：“关系不和。”察觉到妻子的沉

默，李丽君决定和她单独聊聊。“你先出

去一下，我要和她谈谈。”李丽君对一旁

的男子说。

“他出轨了，我在微信上看到他和好

几个女人聊天。”没等李丽君发问，妻子

已说明了原因。“会不会有什么误会？你

们有孩子吗？”李丽君问道。“我们没有孩

子，也没有误会，他自己都承认了。”女子

面无表情地说。听到这，李丽君朝门外

的男子说道：“我们已经聊完了，你进来

吧。”没几分钟，她便帮他们办理好离婚

登记申请手续。

夫妻俩走后，记者感到一头雾水，只

是问了几个问题，都没调解怎么就办理

好了呢？李丽君看出记者的疑惑，解释

道：“很多人以为婚姻调解员就是‘和事

佬’，其实不然，我们并不是只劝和不劝

离。对于要不要劝和，我有一个大前提，

如果双方有孩子，我一般都会考虑劝

和。但如果存在出轨或家庭暴力行为，

我并不主张劝和。”

“劝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

目的是帮助他们找到婚姻中的问题。很

多离婚夫妻因矛盾纠纷的处理能力不

足，容易将生活中的小问题激化成大矛

盾。我通常设法让他们平静下来，从各

个方面帮助他们分析问题、解决矛盾，再

思考是否有重新建立婚姻的可能。如果

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开启了新的

婚姻，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李丽君补

充道。

除此之外，李丽君还与记者分享了

一件趣事，曾有朋友来体验婚姻家庭调

解工作，但经一番费尽心思的劝导后，被

调解双方仍选择了离婚，这让他大失所

望，直呼这份工作太难了。“当时我就告

诉他，劝和并不是调解成功的标准，牵手

是爱，放手也是爱。放下争吵，和平分手

也是好事呀。听了我的话后，他恍然大

悟。”李丽君说。

不是所有婚姻都劝和不劝离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经过一

下午的观察，记者发现的确如此。多数

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都曾表示：“不

用调解了，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必须

离婚！”这使得调解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所以想要顺利展开调解，有效沟通尤为

重要。

在李丽君接一通工作电话之际，婚

调室又来了对夫妻，记者便跃跃欲试，也

想体验一番。记者问起夫妻俩为什么想

离婚时，却只得到了“不和”二字。面对

这样简短的回答，记者一时大脑空白，不

知如何问下去。所幸在李丽君的帮助

下，记者才顺利完成了调解工作。

面对记者的窘迫，李丽君温柔地宽

慰道：“第一次做不好很正常，我们也都

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后，才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婚姻调解要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要站在双方的立场上找出问题

所在，把话说到他们的心坎上，才会起到

调解效果。”

每接待完一对夫妻，李丽君都会在

本子上做好调解记录。“作为专业的婚姻

家庭调解员，不仅需要耐心与责任心，还

需要丰富的知识、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强

大的能量储备。在帮人调解的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李丽君说。

记者了解到，当一名婚姻调解员，并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职业不仅

需要熟悉《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

法律知识，还要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等专

业知识，并且需考取相关的调解资格证。

李丽君原是一名机关干部，退休后

放弃了清闲生活，坚持义务从事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

赞。富有耐心和爱心的她善于化干戈为

玉帛，4 年来，她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386 起，并成为全省首批婚姻家庭纠纷

化解品牌工作室负责人之一。“以往，夫

妻双方如遇婚姻家庭纠纷，要么诉诸法

院处理，要么求助亲友调解。而寻找婚

姻家庭调解员，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化

解家事纠纷的途径。”李丽君说。

婚姻调解员所需的技能可不少

记者手记

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

种婚恋问题也在日益增多，恐婚、

不婚、离婚率升高、结婚率下降等

现象比较突出，家庭矛盾、婆媳矛

盾、夫妻矛盾等问题几乎成了社会

性问题。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

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

福安定，由此婚姻调解员的工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调解员的工

作远不是聊天、劝导那么简单，他

们需要具备足够的耐心、细心和专

业知识，才能真正起到调解纠纷的

作用。

婚姻调解不仅是一个劝导的

过程，更是一个陪伴夫妻双方发现

自己问题的过程。婚姻调解员承

担的是婚姻修复者的角色，他们通

常会根据双方的真实情况来分析，

帮助夫妻双方理顺婚姻中存在的

问题，为他们之后的婚姻生活提供

建议。但说到底，最后真正做决定

的还是当事人双方。

在此，李丽君想通过本报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学习如何经营好婚

姻和家庭十分重要，幸福的生活需

要双方一起去努力创造。比如在日

常生活中，无论是年轻夫妻还是中

老年夫妻，都可以不时地制造一些

小浪漫，让爱情“保鲜”；有孩子的家

庭，也要多开展一些亲子活动。总

之，双方都要学着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爱护家庭，才能增加夫妻间情感，

让婚姻长久幸福下去。

幸福婚姻需要“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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