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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陶瓷专家赴
宣和陶瓷博物馆调研

本报讯（李法顺）2019 年 4 月
24 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
民一行 7 人专程来到禹州宣和陶瓷
博物馆调研。各位专家对禹州宣
和陶瓷博物馆的各项工作给予很
高评价，认为宣和陶瓷博物馆藏品
丰富，地域性强，为中国钧窑研究
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随行的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女士说：“金
元时期钧窑器物出现铭文纪年和
釉下绘花装饰极为罕见，为钧窑研
究又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讯息，
为金元时期钧窑的制作工艺研究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本报讯（记者 毛迎）这两天，魏都
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调解员马
增杰成了“红人”。4 月 23 日晚，中央电
视台社会与法频道以《高手老马》为题，
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71
岁的马增杰满头白发，退而不休，爱管

“闲事”，热衷于调解工作，本报曾多次
对他进行报道。2016 年，他曾经被本报
读者评选为“平民英雄”。马增杰编过
一段顺口溜 ：“终日工作忙 ，感到可平
常。为民做点儿事，心情可舒畅。为民
解点儿忧，再忙也不忙。”对他来说，帮
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发挥余热
“终日工作忙，感到可平常”

在市区人民路，有一间干净整洁的
临街门面房，门口悬挂着“老马调解工
作室”的牌子。这间工作室是魏都区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专门为马增杰设
置的。群众遇到邻里纠纷、夫妻矛盾、
劳务纠纷、医患纠纷等，都可以向马增
杰求助，马增杰会义务帮他们调解。

马增杰 1968 年参军，在部队获得二
等 功 一 次 、三 等 功 两 次 ，多 次 受 到 嘉
奖。1985 年，他转业回到许昌，在工作
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 20 多年。退休
后，他不愿意享清福，而是选择发挥余
热，被聘为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的社
会法官。魏都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成立后，又专门给马增杰开设了“老
马调解工作室”。10 多年里，马增杰先
后调解了各类矛盾纠纷近 2000 起，为各
地市单位推广经验 46 场次，先后被评为

“中国好人”、河南省优秀调解员、市金
牌调解员、市道德模范等。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马增杰眼里就
没有了节假日。退休之后，他把全部精
力投入调解工作中。“很多时候，调解员
面对的都是一些家庭纠纷、生活琐事。
这些小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化解，就
会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虽然节
假日也闲不住，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
有意义。”马增杰说。

很多人都不理解，马增杰早就退休

了，为啥还要不分节假日义务帮别人调
解 矛 盾 ？ 马 增 杰 说 ，他 是 个 闲 不 住 的
人，能帮别人做一些事，让社会更和谐，
何乐而不为呢？

乐于助人
“为民做点儿事，心情可舒畅”

马 增 杰 的 老 家 在 禹 州 市 文 殊 镇 。
他只上过 6 年“高小”，却把学雷锋、做好
事当成了日常的行为准则。随着年龄
的增长，马增杰逐渐形成了乐于助人的
习惯。

1968 年，马增杰参军来到河北省承

德市。从农村到军营，生活环境的变化
并没有改变他乐于助人的思想。有一
段时间，马增杰所在的连队进驻一个村
子里。他了解到当地一个叫李忠的五
保户生活很困难，行动也不方便，就想
帮助他。“我年轻，有的是力气，帮穷苦
人干点儿活儿不算啥。驻村不到一年
时间 ，我经常抽空照顾李忠 。”马增杰
说，那时每天都要训练，他就在早上训
练之前赶往李忠家劈柴、做饭。李忠身
体残疾，他就把饭端到李忠面前，自己
再回到连队吃饭、训练。中午和晚上，
马增杰还会来到李忠家里，刷碗、做饭，
天天如此。驻村的那段时间，马增杰自

愿担当李忠的保姆，感动了十里八村。
当地公社把他的事迹编成戏曲传唱，他
因此被评为承德地区的“爱民模范”。

因为表现突出，入伍当年，马增杰
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师
第一个入党的新兵。1969 年国庆节前，
连队抽取优秀战士作为国庆阅兵式的
卫兵，他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马增杰早年在部队当过教导员，后
转业到企业工会工作，比较擅长做群众
思想工作。退休后，在从事调解工作的
过程中，他了解到个别群众生活困难，
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

“年轻时，我就相信帮助别人能让
自己的人生更丰富、更精彩。现在，我
依然这么认为。群众的肯定，对我来说
比立功受奖更荣耀。”马增杰说。

化解纠纷
“为民解点儿忧，再忙也不忙”

平息纠纷，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
会需要这种爱管“闲事”的热心人。马
增 杰 义 务 帮 人 调 解 邻 里 纠 纷 、夫 妻 矛
盾、劳务纠纷、医患纠纷等，受到了众人
的好评。2016 年 4 月 5 日，本报《诚信许
昌·善孝莲城》栏目报道了马增杰的先
进事迹。通过微信投票，马增杰当选为

“月英雄”。
多年来，马增杰根据以往做群众思

想工作的经验，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居民
情况的优势，摸索总结出了“六点调解
工作法”，即研究矛盾点、找准共同点、
掌握平衡点、分析突破点、解决疑难点、
协商统一点，并将工作经验总结成顺口
溜，使其通俗易懂、方便好记。此次央
视聚焦马增杰，并以《高手老马》为题对
他进行报道，也是对他调解方式行之有
效的一种肯定。

如 今 ，马 增 杰 每 天 还 在 为 工 作 忙
碌。有些家庭困难的群众遇到了麻烦
事，找马增杰帮忙。他不但耐心开导，
还自费购买礼物看望对方。马增杰为
人 热 情 、有 耐 心 ，做 调 解 工 作 得 心 应
手。作为一名老党员，马增杰为社会的
和谐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马增杰说：“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
始终是一名党员。共产党员为百姓办
实事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我还是
那句话，遇到困难来找我，不帮忙我良
心上过不去！”

魏都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解员马增杰获央视关注

本报挖掘的“平民英雄”马增杰
被央视称为“高手”

□ 记者张辉

自 2017 年设置心理咨询中心以
来，市社会福利院为孤残儿童营造了阳
光、健康的成长环境，受到上级部门的
肯定，被确定为“全国心理服务基层试
点单位”。（《许昌晨报》4月25日4版）

孤残儿童在身体、智力或生活环境
上与普通儿童有一定的差别。这些差
异导致一些孤残儿童在生活和学习中
逐渐形成特殊心理和成年后的行为异
常。因此，关注孤残儿童的心理健康显
得尤为迫切。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需要我们关
爱，孤残儿童更需要社会关心。我们欣
喜地看到，我市民政部门在满足孤残儿

童物质需求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他们的
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心理服务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使
孤残儿童得到更好呵护，不但需要硬件
建设，还需要护理人员的技能提升、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参与。

呵护孤残儿童心灵，需要护理人员
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福利院是孤残
儿童成长的家园，而护理人员与孤残儿
童群体接触时间较长，有条件“第一时
间”感受到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及时发
现问题。因此，护理人员能力的提升，
能够为孩子提供思想指引和心理疏导，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呵护孤残儿童心灵，需要政府相关
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完善心理服务建

设，离不开硬件投入，需要政府的财政
投入。此外，宣传部门要加大对孤残儿
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力度，引起社会
各界对孤残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视。

呵护孤残儿童心灵，需要你我共同
参与。孤残儿童内心相对敏感，且人际
交往能力较弱。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帮助他们从封闭的世界中走
出来。社区、学校和志愿者可定期组织
活动，让他们接触社会，弥补情感缺失，
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4月23日，央视社会与法频道《道德观察》栏目播出专题报道《高手老马》。视频截图

马 增 杰
在工作。
记者 毛迎摄

心理服务，让每一朵鲜花幸福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