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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凝固得不好，一搓就掉粉末
昨日下午，在柳林镇东马林村，王全富家刚

盖起的三层白色小楼一直闲置着。王全富说，
房子该封顶时，他发现天花板上的水泥根本无
法凝固，过了好几天还是软的，现在用手一搓还
能搓下来不少粉末。

“你看，稍微抠抠都能抠出个坑。”王全富用
手在地上抓了几下，地面上很快出现了一堆粉
末。而在楼房的外墙处和房间里有水泥的地
方，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今年 5月份，王全富经人介绍，在柳林镇
杓袁村新乡东华水泥有限公司的代理商张
金永处，花了 1万多元买了 40吨水泥。房子
要收工了，发现水泥铺上去好几天还是凝固
不了。

“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水泥有问题。”王全
富说，他找到张金永询问。6月26日，两人带着
6公斤水泥来到河南省质量监督检查院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为不合格。

代理商表示厂家只赔15吨水泥
王全富说，鉴定结果出来后他到张金永的

办公室找了几次，一直都没见到张金永。
昨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张金永。张

金永一再表示，对样品检验的结果是只有一项
不符合标准，而且行业内大多数都是这样。张
金永说，厂家表示只愿意赔偿15吨水泥。

律师认为应无条件退还全部货款
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的高健律师认为，供

货方应无条件退还全部货款，若王全富是和厂
家签订的供货协议则由厂家承担，若和代理商
签订则由代理商承担赔偿。高律师表示，供货
方提供了不合格的产品而造成损失是一种违约
行为，王全富可要求供货方提供合格产品，也可
要求其另行供应其他水泥产品。

“除了实际损失外，可能还会有其他损失。”
高律师说，王全富一家拆除重建或加固修复房
屋导致可能长期在外租房居住，由此产生的拆
迁费、租房费等也都应由供货方承担。

社会法官三登门，10余年家庭积怨得化解
家住须水镇桐树王村的王老汉说，1994

年盖了新房，同年 9月招了个上门女婿熊某。
女儿和熊某婚后与王老汉夫妇一起居住。后
来女儿与熊某协议离婚，他们在协议中约定，
二人现居住的房产归熊某所有。离婚后，王爱
平再婚，远嫁他乡。熊某婚后仍一直与王老汉
夫妇一起居住。熊某认为房子应该是自己的，
且其没有赡养两位老人的义务。两位老人认
为房子是自己的，熊某离婚了就应该搬走。于
是，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行动不便的两位老人找到了在本村居住
的律师赵东强，赵东强又找到了张永生，两人
和须水人民法庭进行了沟通后，商讨的结果是
把这起纠纷交由 5月底刚成立的社会法庭来
处理。于是，赵东强、张永生就有了另外一个
身份——社会法官。

赵东强和张永生先后到王老汉家三次，两
位“法官”的反复调解终于有了效果，原本剑拔
弩张的双方当事人，逐步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解
决方案：由熊某照顾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每
月给两位老人200元生活费，并负责30元以上
的医药费。同时，熊某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两位老人干农活。熊某为两位老人养老
送终后，可按照规定继承其房屋。

124家社会法庭成功化解372起纠纷
今年4月，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郑州、新乡、

许昌等地的 10个乡镇开始了社会法庭试点。
社会法庭的社会法官全是群众身边的普通百
姓。试点以来，他们成功化解了一批疑难复杂
的矛盾纠纷，其中一些经过人民调解或诉讼程
序，甚至常年上访都没有解决的纠纷，通过社
会法庭的调处得到了妥善了结。一个多月时
间，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 30名社会法官调处
了 100多起民事纠纷，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
村、中事不出镇、大事不出区就解决了纠纷。
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已挂牌成立社会法庭124
家，选任社会法官2425名，已成功调处了各类
纠纷372起，全部调解结案，无一起反悔。

化解民间纠纷靠的不完全是法律
昨日，张立勇总结社会法庭运行几个月

来的效果时说，法院人少案多，能高质量地
办好案件，解决现在大量的社会矛盾，光靠
法庭、法院是不够的，最关键的就要想办法
把大量的纠纷化解在法庭之外，而利用社会
大量的司法资源来调处纠纷。“社会法官不
完全是依据法律，更多的是利用社会的乡俗
人情、伦理道德、公序良俗这样的一些规范来
处理现在民间的一些纠纷，特别是现在的一
些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还有赡养纠纷
等，由这样一个社会法庭来办理，从现在来
看，效果非常好。”

专家：谁也不能把社会法庭当成自己的机构
郑州大学法学院王红建教授认为，社会法

庭与人民法庭相比，有很多优势，社会法庭不
收取任何费用，当事人基本上是“零成本”，程
序更简便，不像人民法庭调处的案件受程序法
的严格限制；依据更灵活，人民法庭调处的纠
纷的依据主要是成文法，而社会法庭主要是由
有威望的民间人士依据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等

“柔性”力量来解决民间纠纷等优势，省法院全
国率先进行社会法庭试点工作，请社会法官进
行调解处理一些案件，不但有助于培育民间的
社会组织，形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
动，而且也有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其实，在
很多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纠纷是通过法院解
决的，大量的纠纷还是通过调解、和解、仲裁、
行政复议等方式解决的。

但同时，开展社会法庭调解应注意几个问
题：一是一定要放权于社会，避免公权力的不
当干预。既然是社会法庭，就是由民间自己解
决纠纷，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应当把社会法庭当
成自己的机构，随意指手画脚；同时，既然是调
解，一定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能搞强
制，不能把社会法庭当成国家的法院。“调解也
必须依法进行，无论是法官审判，还是社会法
庭调解，都不能超越法律。”

线索提供 袁荷刚 王海青

水泥凝固有问题，盖好的房子不敢住
柳林镇38岁的王全富买了40吨水泥盖房子，封顶时才发现水泥硬化不了，

房子建好才两个月，房顶天台上就已经出现了多处裂纹，一家四口只能望楼兴
叹。代理商表示只愿意赔偿15吨水泥，律师认为供货方应赔偿全部损失。

晚报记者 张璇 张玉东/文 周甬/图

社会法官张永生在须水镇是个名人，3个月来，凭借着干了20多年村干
部的经验，他为村里的老百姓调解了52起纠纷。截至昨天，全省试点社会法
庭124家，自4月份以来，372起纠纷全部调解结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立勇肯定地说，现在社会法庭起的作用非常大，有不少群众产生纠纷后，开始
主动找社会法庭、社会法官处理，这在全国开了先河。 晚报记者 鲁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