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卫东
北京市劳模、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真情＋专业 让纠纷到我这儿画上句号

“调解纠纷你面对的都是专业人，
所以一个律师光懂法不够， 还得要有
技巧， 这个技巧就是用心用情去调解，
你付出真心了 ， 这个调解必然成功
……” 见到常卫东时， 他刚刚开庭结
束， 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就兴奋地和
记者聊起来。

今年51岁的常卫东， 是北京市常
鸿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从18岁进入法
院工作到如今成了一位名律师， 从事
法律工作已经是第33个年头了。 期间，
他以丰富的法学知识、 精湛的办案技
能、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收获了诸多
的荣誉———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市
“优秀律师事务所主任”“司法行政先进
个人” “优秀公益律师” “优秀党员
律师” ……不过， 他说他最喜欢的还
是别人称呼他为 “调必成”。

那是2013年7月， 常卫东受聘到北
京市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作为
一名法律援助志愿律师， 按规定的时
间在总工会值班， 为有需求者解决法
律难题。 随后， 仅当年10月至12月的
时间里， 他就调处案件27件， 调解成
功率达100%，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近百万元， 而他也因此赢得了 “调必
成” 的美名。

常卫东至今还记得他当年代理过
的一起赡养纠纷案： 一位住在养老院
的高龄老人， 通过请求法律援助， 要
求三个孩子接自己回家居住。 为了让

老人实现心愿， 常卫东到敬老院了解
情况后， 又不厌其烦地同老人的子女
联系， 一趟趟往返于各子女家中， 和
他们细致的讲解说服， 在他的真情感
召下 ， 孩子们终于将老人带回了家 ，
并表示今后一定会善待老人。

记者了解到， “调必成” 美名的
背后， 是数不清的辛苦和付出。 在当
年 ， 每调成一起这样的案子 ， 常卫
东 的收入只有500元 。 “如果按经济
收入计算 ， 那肯定是赔钱的 ， 但是 ，
作为一名律师， 既然别人有难处找到
我， 就应该倾尽全力为当事人排忧解
难。” 说这话时， 常卫东轻松而愉快。
他说， 每次调解中， 他只有一个简单
的想法 ， 就是让纠纷到他这画上句
号 。 因为无论案件大小， 对于当事人
来讲都是百分百的大事， 老百姓的事
情解决了， 社会就安定了， 他为自己
能够用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事， 感到
很欣慰。

现如今， 虽说调解案件的费用增
加了 ， 但和付出相比依然远远不够 。
对此， 常卫东一如既往乐观简单地追
求 “调必成”。 他说， 人简单了， 事就
好做了。 “这些年来， 自己帮助了别
人， 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而那些帮
助自己的人， 恰恰是自己曾经帮助过
的人。 但他们心里却一直记着这份情
谊， 之前是因为没有能力……” 说这
话时， 洒脱的常卫东似乎有些感慨。

常卫东告诉记者， 这些年他一直
坚守的 “调必成”， 并不仅仅是落实在
纸面上 ， 更主要的是落实在执行上 。
在他这里调解结案的， 一定是要先结
清费用， 再出调解书， 彻底完成让纠
纷到此画上句号。

回顾多年来为职工维权的道路 ，
常卫东主办及参与办理的有关案件已
有上千余件， 累计为当事人挽回经济
损失达10亿余元。 仅近两年， 常卫东
和他的律师事务所， 就承办了北京市
法律援助中心、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等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达500余
件， 为职工、 残疾人等群体挽回经济
损失1000万元以上， 在职工和工会组
织中有很高的认可度。

2015年， 常卫东被评为北京市劳
动模范。 他说， 这让他对自己的工作
和身上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
为一名律师， 要尽所能， 为职工群众
和弱势群体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这
是最让他自豪的！

除了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常

卫东在丰台区司法局和社工委的支持
下还率先在丰台国润商务大厦建立了
北京市第一家楼宇党员律师法律服务
站， 为入驻企业及员工有针对性地提
供法律咨询、 讲座服务。

“哪里有需要， 我就去哪里。” 常
卫东热心调解公益事业， 一直让各方
信服。 为了替职工维权， 他组建团队，
定期指派公益律师义务值班， 解答各
类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 北
京7·21暴雨灾害、 四川雅安地震……
这些地方， 都留下了常卫东和他团队
的身影； 今年春节疫情突发， 常卫东
带领律所16人 ， 运用专业法律知识 ，
连续多日奋战在抗疫前线； 受疫情影
响 ， 一些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状况 ，
为无法按时给律所法律雇佣金为难时，
常卫东豪言一出 “合同延期”， 律所无
偿为企业服务三月。

对此， 常卫东说： “我们要和企
业共成长共历经， 尤其在当前的特殊
时期里， 守护人民健康社会安全， 我
认为这是劳模应尽的社会责任。”

左增信是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今年60多岁的他已从事律师行
业30年， 法律的天平早已刻在了心上。
对他来说，维护公平正义已不再是一句
简单的话，而是他用30年走过的路来书
写的。

在左增信的职业生涯中， 他一直
扎根基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尤其在维护职工权益， 化解社会矛盾
以及法治宣传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
献。 “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 “全国
优秀律师” “北京市劳动模范” ……
面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荣誉， 左增信
明白其中饱含着沉甸甸的责任， 这一
直激励着他走在定纷止争的道路上。

2009年12月，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
务所被北京市总工会聘为 “北京市职
工法律服务律师志愿者团队”， 同月通
州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成立了。 从此，
左增信更是拿出大量精力带领全所律
师， 依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积极
投身到劳动争议调解纠纷中， 用热情
服务、 专业知识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双方的切身利益。

2018年， 通州一家国营养猪场受
“非洲猪瘟” 影响， 饲养的猪都被无害

化处理， 猪场停业， 30多名职工面临
失业。 在劳动者多方寻求救济途径都
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 他们来
到了通州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寻求帮
助。 “当时， 这个情况还是很难处理
的。 首先这些劳动者年龄都偏大， 多
数职工都是在猪场工作十几二十年的，
情况复杂。 有的接近退休年龄， 有的
已超过退休年龄 ， 还有好多是夫妻 ，
一下子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生活来源的
……这类事件处理不好， 不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还会影响社
会稳定， 所以我们当时很慎重。” 左
增信说。

凭借着多年职工维权经验， 左增
信一方面给劳动者和企业、 企业的上
级主管单位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解
释， 另一方面仔细研究双方争议焦点。
“这件事的主要问题不是企业不给职工
发工资、 支付补偿， 焦点在于按何种
标准来确定项目和数额， 职工期望值
比较高， 企业又怕没有法律依据， 所
以双方一直不能达成满意的结果。” 弄
清楚这一点后， 左增信就找到了切入
点。 他一边与企业方面磋商， 提出支
付工资及补偿的相关依据。 同时， 根

据劳动者的具体情况， 一次次的耐心
疏导、 调解。 最终， 形成了让双方都
能接受的调解方案， 化解了双方矛盾。
“当时离春节只有几天了， 在春节前解
决此事， 意义非同小可。” 左增信说。
2019年1月25日， 30多名职工顺利的拿
到了自己的工资和补偿， 高高兴兴回
家过年了。

回顾多年的职业之路， 像这样的
案件还有很多。 尤其是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这方面， 左增信说了两个字 “艰
难”。 “相比较而言， 劳动者还是弱势
群体。 现实中， 常常会出现单位用工
不规范， 导致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
保障， 那么这时律师就要用专业的技
能帮职工争取合法权益”。

身为律师 ， 左增信明白
每一条法律设定的初衷 ， 而
现实中往往不像是法律条文
那样 ， 提前设定好的 。 “法
律总有它的滞后性 ， 所以现
实中 ， 律师如何使用这些法
律条文就显得很重要 。 有一
个说法叫做 ： 法也容情 。 法
条是死的 ， 但我们在调解纠
纷时应该考虑人情味 ， 处理
案件时兼顾社会影响 ， 这样
法律对弱势群体来说就更公
平一些 ， 案件处理也会更顺
畅些。” 左律师说。

今年初疫情爆发 ， 很多
企业濒临破产边缘， 就业问题深受社
会关注。 左增信给记者说了一组数据：
2019年， 调解中心共受理了2498件劳
动争议调解案件 ， 成功调解处理了
1018人次； 而今年疫情导致3月23日开
始受理案件， 到5月31日， 调解中心已
经调解成功100多件， 他预计在疫情的
冲击下， 今年发生的纠纷较往年会大
增， 面对很多不确定性， 左增信带领
他的团队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表示，
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还要
考虑劳动者的长远权益， 将妥善处理
劳动争议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 如
今， 劳模律师的 “云” 服务也推出了，
左增信将努力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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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增信
北京市劳模、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定纷止争 尽己所能为弱者争取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