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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聆听 把到案件“脉门”
“很多时候找当事人了解情况，就是听他们诉苦。”

徐美娟说：“有年轻法官说，感觉做调解没什么好说的，
我告诉他们说什么不重要，主要是让当事人说，这是他
们发泄情绪的过程，我们要从中抓住机会调解。”

徐美娟说起刚调解的一个案件。小朱和小张
2014年 6月认识，2015年 2月结婚，6月孩子出生。
然而没多久，小张就在娘家不肯回来了，之后她起诉
要和小朱离婚。

一开始小朱说，矛盾主要是女方家里对他不
好。他家里欠债，想借点钱还债，被丈母娘拒绝，后
来有亲戚生病，他又向丈母娘借钱，还是被拒绝。之
后两人就常吵架，小张生孩子回娘家坐月子，后来就
不肯回来了。

小张坚持要离婚，“他老是说我父母坏话，你可
以跟我吵架，但不可以和我爸妈闹矛盾。”

徐美娟觉得，两人问题就出在钱上面，她再找小
朱聊天，又了解到，结婚时小朱送给小张家4万元聘
金，小朱家里条件不太好，为了面子，是借钱凑的聘
金，按当地风俗，一般聘礼给多点，女方会返还一部
分，但也有人家不返的，主要看双方约定。丈母娘并
没返给小朱家。

“说白了，就是他们没返聘金给你，你心里有疙
瘩，又要面子不说，所以老想从丈母娘家借钱。”徐美

娟说，虽然话说得“狠”，但却摸到案件“脉门”。
这么一来，小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你这么年轻，男人嘛有的是挣钱的机会，目光
放长远点，不要老盯着这点钱。”徐美娟说，那次谈心
后，小朱想通了，和妻子和解了。

徐美娟说，现在很多案件法官把当事人叫过来，
没问几句就让双方自己协商，少了聆听的过程，其实
法官在听当事人说的时候，也是建立当事人对法官
认同感的过程，有认同感才会有信任感，之后案件的
调解才会比较顺利。

善于“打磨”才能案结事了
徐美娟说，磐安是个小县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

见，如果不真正案结事了，可能会有后遗症。“相较经
济发达地区同行，我算比较幸运的，盘山法庭案件相
对较少，我可以有时间‘打磨’案子。”

比如办离婚案，她把当事人叫来调解前，一定会
到当事人所在村转上两圈了解情况。“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法官办案下乡打听一个当事人，大家都会很热
心告诉你。现在却往往一问三不知。很多时候，包
括一些村干部，都怕惹事上身。”

为此，徐美娟一趟趟跑，或利用当事人在家休息
的时间送达文书，了解情况。案子不多，花的时间却
很多。“吃住都在庭里面，一星期见一次儿子。”

但这么做，换来的是当事人的满意。
徐美娟办过一个离婚案，夫妻俩都是 80后，男

方经济条件不好，是入赘的。婚后，女方嫌男方好吃
懒做还赌博，男方说女方有外遇，所以找他茬。

女方三次起诉离婚。“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男的
扬言离婚就杀人，还把女的强制关起来。两人朋友
都多，甚至村里也分成两帮人对立起来。

徐美娟一次次往村里跑，几乎和夫妻熟识的人
都交流了一遍，最后才调解成功。“后来女方主动撤
诉不离婚了。”

徐美娟说，打磨案件时，要抓住机会，适时给双
方一个“台阶”下，这非常重要，“现在的人自我意识
很强，法律素养比过去高了，对于法条似懂非懂，专
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理解，觉得自己特别在理，调解
难度就高了，如果只是和他们泛泛说几句，当事人表
面同意，心里却不认同，还可能觉得你偏袒另一方，
后面再做调解就难了。”

快报：义乌是一座国际化商贸城市，外来人口比
重超过本地人，但我们也听说，义乌人有“过年恐惧
症”，因为外地人都回老家过年了，城里实在没什么
可玩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佛堂说自己是这里年味
最浓、文化底蕴最深的地方？

喻新贵：这些年义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大量外
来人口和境外商人涌入，带来各种文化冲击。据说
外界对义乌有缺少文化的评价，但你只要来佛堂走
一走，就会打消偏见了。

佛堂因佛而生，因水而商，因商而盛，因盛而
名。1400多年前，印度高僧达摩在这里投磬化船，普
度众生，后人为感谢他，建了渡磬寺，又称“古佛
堂”。梁武帝时，国师傅翕在这里创建双林寺。明清
时期这里成了义乌、东阳、武义、永康主要通商口岸，
是邻近县市农副产品集散地。佛堂是浙江四大千年
古镇之一，也是国际商贸城坐商文化发源地，至今保
存完好的佛堂老街全长2000余米，有大批明、清、民
国时期的老建筑。浙江省最早的商会便诞生于佛堂
老街的副街“商会街”。老街至今店铺林立，延续着
旧时商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卖红糖的商贩，也有
唱道情的传统艺人，还有保存尚好的1954年的新华
剧院，精美的民宅建筑雕刻。走过佛堂古街，相当于
穿越了四百年历史，义乌历史与文化都浓缩在这里。

快报：佛堂 2015年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景区非遗主题（实验）小镇，过年大家到佛堂来，有什
么值得玩？

喻新贵：佛堂现有省级非遗名录3项（木刻活字
印刷、抬阁跷、傅大士传说），金华市级非遗名录 8
项、传统节日保护基地 1项，义乌市级非遗名录 13
项，非遗元素丰富齐全。

目前，有 20多项非遗项目入驻佛堂老街。国字
号非遗项目义乌道情、义乌红糖，省级非遗项目丹溪
酒，佛堂独有的百子灯等先后登场。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义乌红糖为主题的红糖文化艺术
馆，亦在佛堂老街开馆。义乌红糖制作技艺是以义
乌本地青皮糖梗为原料，用木车牛力绞取蔗水，用铁
锅熬制红糖的传统手工技艺。客人不光可以看，还
可以参与手工技艺的体验，很有意思。

春节佛堂的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也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有一半农村将开展迎龙灯、民间剧团
演戏活动；正月初八有湖山秋千船，正月十八有贾氏
抬阁跷活动，很是热闹。

过年到佛堂，建议走走佛堂老街，去佛堂古民居
苑和双林寺看一下，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镇域范围
内的开心谷景区游玩。

快报：佛堂除了红糖，还有哪些好吃的？
喻新贵：在古镇佛堂，有几种传统美味糕点，建

议大家带几包尝尝。比如麦芽糖，有点甜甜的，黏黏
的，如今外面很少能见到，但在佛堂老街上还有几家
坚持纯手工制作的百年老店。又如鸡蛋糕，外表金
黄，松软适口，配上一杯茶，是最合适不过的点心。
再如冻米糖、猫耳朵、橘红糕、回回糕、扦酥芝麻糖、
连环糕、红糖麻花，红糖核桃、花生糖、芝麻糖、桃酥、
油枣等等，都是待客解馋的好东西。

快报：听说佛堂正在开发古镇旅游，将来佛堂会
以怎么样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喻新贵：我们去年专门开了佛堂古镇旅游专项
规划论证会，与国内知名景区旅游开发机构签约，共
同开发佛堂古镇旅游。

现在已经完成和正做最后修缮的有，挽澜亭、商
会街立面改造工程、留耕堂、汝节公祠、新华剧院、毛
家大院、懋德堂、留轩小学、上街27号等工程，另外，
古民居苑停车场和游客中心、江北堤岸工程、万善
桥、古镇灯光工程也正在进行中。

老街是佛堂古镇的灵魂。我们充分发挥古镇历史

文化优势，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进非遗文化项目，打
造书画、古玩、传统美食、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服饰、喜
庆用品特色文化一条街。作为老街，最重要的是让她

“活着”，呈现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一面。
古民居苑是佛堂另一个重大项目，实行古建筑

永久保护原则。项目总规划将近 500亩，由上海同
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编制规划，按古建筑实
际尺寸 1∶1落实方式，分两期进行。目前一期 93亩
已建成，有 33幢古建筑落地，建筑历史跨越整个明
清时期，充分体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历史风貌，同
时对古建筑加以历史文化的故事文字传承，有效增
补内涵，古民居苑一期业态将引进精品民宿、特色餐
饮与休闲产业、影视机构、禅商文化、民俗展览馆等
艺术类机构。二期占地300多亩，在完善规划、土地
征用基础上，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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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佛堂 老义乌人怎么过年
来这儿走一走古街，你就知道了

古码头、古建筑、古寺庙、古民居苑，还有自东向西的一江水……
“想知道义乌的历史，请到佛堂来；想晓得义乌商业文化从何而来，也请到佛堂来。过年，义乌最有味道的地方就是佛

堂。”昨天，佛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喻新贵说：“到佛堂，你就能感受到义乌人过年的真正滋味了。”
记者 江胜忠 通讯员 胡尘 吴攀

我们身边的法官

盘山法庭庭长徐美娟：学会聆听 把到案件“脉门”
1988年，徐美娟高中毕业通过招干考试到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先后在安文法庭、民庭、立案

庭、刑庭、民二庭、玉山法庭、盘山法庭等庭室工作，现任盘山法庭庭长。
她本来的理想是进入公安工作，“我父亲是警察，从小受熏陶，想要惩恶扬善，没想到进了法官队伍，用另外一种方式

实现了理想。”
接触过徐美娟的人，都对她的秉公执法有深刻印象，有时甚至会觉得她强硬。面对托关系的人，她都会说：“我想保住

自己的饭碗，你们也同样不会希望我丢掉饭碗的，对吗？”亲戚朋友们遇到说情的也会说：“我们是不会去帮你们讲的，美娟
是要骂的，不信你们去试试看？”

真正接触过她的当事人却说：“徐庭长就像大姐，像女儿，像朋友，会听我们说话。” 通讯员 董斐 记者 李娜

佛堂古街

徐美娟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