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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公安局档案修复师范三成

一处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房
间， 一张张红色裱糊大案上， 身
着工装的修复师们正在伏案工
作， 他们的手边是一摞摞躺在案
上等待 “手术” 的案卷。 这里便
是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档案修复
室。 这个修复室面积虽然不大，
技术却过硬———它是全国公安系
统唯一的档案保护修复技术中
心 。 在这里 ， 破损的档案被拯
救， 首都公安工作的珍贵原始记
录得以保存和利用。

喷水、刷浆、拼接、托裱、上墙
……经过十余道纯手工的修补过
程， 一件件原本破旧不堪的老旧
档案在这里 “起死回生”。 在北
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处的档案
修复师范三成看来， 这就像医生
妙手回春， 让危重的 “病人” 重
获新生一样， “拯救” 档案也是
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档案修复师刘雪立告诉记
者， 红色的裱糊大案是修裱工作

的操作台 ， 也是修复室的 “重
器”， 它的制作工艺来自故宫博
物院， 特点是不怕高温潮湿、 不
会皴裂变形。 档案修复工作中的
许多重要环节就在这个操作台上
完成。 刘雪立一边说着一边用镊
子认真地拼接大案上一张破损的
档案， 小心翼翼地拨调， 一丝不
苟地比对、 拼接……

“只要这页纸上还有一个

字， 我们都会进行 ‘抢救’， 有
时上面缺了一角， 即便能猜出是
什么字我们也不能填上， 要保持
内容的原状， 涂改后就失去法律
效力了。” 范三成是从事档案修
复工作近30年的老民警， 在修复
室负责指导修裱档案。 他告诉记
者， 修复室目前接收的主要是解
放前北京城八区派出所保管的、
损毁比较严重的居民档案。

“我们的修复工作主要是为
服务群众， 很多群众在处理涉及
房产等问题时往往需要档案证
明， 他们就会到派出所进行网上
登记查询， 档案馆收到申请信息
后会在卷宗中进行查询， 有破损
的及时修补。” 范三成说， 纯手
工修复一页档案一般会经历很多
道工序， 修复师们每天的工作量
是33页， 具体时间还要看档案的
受损程度， 有时只是补一张档案
的洞就要几个小时。

说话间， 只见一位修复师用
镊子小心夹起残留在下一页档案
上的纸渣， 放在正在修补页的合
适位置， 并用补纸把附近的洞补
好， 一点点把补纸的边缘摘掉。
这个过程中， 她每隔几秒钟就用
喷壶在档案上喷些水， 以保持湿
度， 并让字迹逐渐清晰显现。

“所有的修补工作都完成
后， 就可以上墙去绷着， 经过几
天时间， 潮湿的档案就会干透，
变得非常平整， 然后我们再装订
成册。” 顺着范三成手指的方向，
记者看到一个别有洞天的 “小屋
子”： 在一排排镂空木质的墙板

上， 贴着一页页已经修复完毕上
墙晾干的档案。 范三成介绍， 这
个墙板是借鉴故宫博物院的特殊
工艺制成， 木板镂空的部分糊上
20多层宣纸， 组成平整的墙面，
让墙板更透气、 便于风干。

整天与破损的档案打交道，
工作似乎千篇一律， 甚至枯燥乏
味， 但范三成却不这么看。 “破
损的档案修复完毕后， 看到它完
整无缺， 我们会有一种医生成功
挽救病人生命的成就感！ 每一份
档案就是一段历史， 如果我们不
进行修复， 这份档案或者这份历
史 ， 也就消失了 。” 说这话时 ，
范三成的眼中透着欣慰与自豪。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经北京
市公安局档案馆档案修复室的
“外科医生”们的医治而“复活”的
公安档案资料达3800余卷， 近40
万页， 这些档案成为民生档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仅2016年至今，北
京市公安局户籍派出所利用户籍
底簿、人口卡片等档案资料，接待
人民群众70万户次， 在查证亲属
关系、查找亲人、办理落户、退休、
低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记海淀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员张晓伟
“用情说和”巧妙化解劳动争议

档案室里的“外科医生”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从书记员到仲裁员， 他靠勤
奋耐心的记录与公正无私的态
度， 得到庭前信任； 在众人不解
中， 他走下公堂成为海淀区总工
会的专职劳动争议调解员， 甘做
调解双方的知心人。 在张晓伟的
心中， 主导案件进程的仲裁岗位
很神圣， 但化解矛盾的调解员身
份更伟大。

书记员·仲裁员·调解员

2010年， 张晓伟成为一名劳
动仲裁书记员。 “第一次接触到
劳动争议案件， 除了感觉案件种
类丰富外， 更多的是对仲裁员身
份的敬畏。” 张晓伟表示， 那时
他便励志走上仲裁岗位。 在日后
工作中， 他专心记录当事双方和
仲裁员在庭上的每一句对话， 回
去以后再反复研究学习。 不久，
张晓伟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仲
裁员。

随着裁审的案子增多， 张晓
伟发现， 很多案件不一定非要对
簿公堂。 “很多时候，把法律法规
和人情道理讲清楚了， 劳动争议
的案件都能通过调解来解决，不
仅能帮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
还能更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减
少工作程序、节约社会成本。 ”

2018年， 张晓伟做出了人生
的重要抉择 ： 离开仲裁员的岗
位， 成为了一名海淀区总工会的
专职劳动争议调解员。 “很多人
都不理解， 因为仲裁员的身份说
出来要比调解员好听许多， 手上
的 ‘权力’ 也大得多。 我认为，
仲裁员也好， 调解员也罢， 能在
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特长， 最
大限度地化解劳动争议， 减少仲
裁和判决的案件数量， 同时也让
争议双方都能通过调解工作更加
知法懂法， 降低今后出现劳动争
议的几率， 才是最重要的。”

初为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员，

张晓伟感觉当事人好像没有之前
那么 “听话” 了， 原来简单讲一
下就能明白的问题， 现在苦口婆
心说半天， 当事人还是用质疑的
眼光看着自己。 他发现， 工会专
职调解员没了仲裁员的权威性，
就更要把法条说得准， 讲得细，
才能经得起当事人的查询和质
疑 ； 另外 ， 调解工作不同于裁
决， 在法的基础上还要有情， 他
便在工作之余自学心理学知识，
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心理， 在
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找到双方
的共同利益。

一杯茶化解双方激
动情绪

陆某于2017年与某某公司签
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2018
年7月， 双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协议书约
定公司需支付陆某9万元补偿金
并于3日内支付完毕， 如一方违
约需支付5倍的违约金。 但公司
并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 在经多
次讨要无果后， 陆某询问律师后
前来仲裁立案。

接到工会分配下来的该案
件 ， 张晓伟立即拨通了双方电
话， 陆某在电话中非常强硬地告
知公司必须按照协议支付5倍违
约金， 其余免谈； 公司法人情绪
也非常激动， 表示 “公司正常运
作都要想办法”， 只能按照协议
约定给付陆某补偿金， 违约金不
予支付。 总结相关内容后， 张晓
伟便通知双方两日后来调解中心
进行调解。

两日后， 如期而至的双方在
门口就吵了起来， 张晓伟为双方
递上一杯暖茶， 先将陆某叫进了
调解室。 张晓伟并没有直接进入
主题， 而是开始和陆某谈论他乡
生活、 职场规划、 家庭情况， 并
为其分析了其所从事的行业职场
的稀缺度， 在聊天的过程中话题
开始延伸到本次调解的主题。 他
让陆某先出去好好冷静， 考虑一
下是否能够酌减5倍违约金， 不
必马上给出答案。

随后， 张晓伟又将公司法人
叫进调解室， 将其茶杯里的水加
满。 他向公司法人表达了对公司
现有困难的理解， 同时向其说明
了公司应该按照协议要求按时支
付违约金。 公司法人表示， 想想
是这么个理儿， “但公司困难，
晚几天给又不是不给， 况且该员
工平时表现一贯自由散漫， 给的
工作拖拖拉拉， 要不是看在朋友
的面子上早就开了他了。” 说完
情绪又激动起来。 张晓伟随即安
抚对方 ， 让对方喝口茶水消消
气， 在确定公司同意支付补偿金
的前提下， 询问其是否愿意适当
给予违约金， 并让其权衡利弊、
耐心考虑。

明事理换位思考解矛盾

“您换位思考一下， 但凡公

司不想给你补偿为什么还要与你
签订合同？ 但凡公司效益好为什
么法人亲自过来处理此次争议？”
当陆某再一次走进调解室， 认为
自己没有错， 并对公司不按约定
支付补偿金、 态度蛮横的行为感
到愤慨时， 张晓伟劝说陆某理解
公司的难处， 站在公司当事人的
角度思考问题。

随后， 张晓伟向陆某说明，
他这种情况的违约金产生属于客
观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无法按期支
付， 在取得陆某理解后， 他询问
陆某能否接受将协议中的违约金
数额从5倍降为2倍， 陆某也表示
同意。

在此基础上， 张晓伟向公司
表示陆某理解公司的经营处境，
并希望公司能支付其2倍违约金，
但公司表示支付2倍公司仍将无
法正常经营。 张晓伟又提议， 双
方能否接受分期支付， 双方同意
后在调解书上签字， 公司也就此
事向陆某道歉。

“在调解室里 ， 用词 、 表
情、 语气甚至一些小动作都要注
意， 要懂得倾听， 要让当事人觉
得你够专业、 够真诚。” 张晓伟
表示， 在调解室里， 双方肯定是
带着火， 且都是在气头上， 让他
们冷静下来找到利益的共同点，
调解员需要在言谈话语间具备敏
锐的捕捉力。

“企业都是想最大限度保障
自己的利益， 职工也会最大限度
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依靠仲
裁员的经历和专业的法律知识，
用明事理的方式为他们的权益提
供保障，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 实现双方的和解共赢， 我为
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 。 我也相
信， 工会调解员队伍能够为劳动
关系的和谐稳定提供持久的正能
量。” 张晓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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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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