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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王婶，您先消消气，我
俩坐下慢慢说。”近日，宿松县孚玉
镇富康社区调解员杨磊揣着调解记
录本，敲开居民王女士家的门。这
不是一次普通的家访，而是一场将

“调解室”搬进居民客厅的矛盾化
解行动。

今年以来，孚玉镇创新基层治理
模式，把矛盾调解从“固定场所”延
伸至“群众家中”，以“零距离调解”
实现“小事不出门，矛盾不上交”。
过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多需当事
人前往镇调解中心反映，但部分当
事人因行动不便、心理抵触，不愿

“对簿公堂”。为此，镇里组建“流动
调解队”，成员涵盖司法所干部、派
出所民警、法律顾问、乡贤志愿者，

通过日常走访、网格排查、群众反馈
等方式主动梳理矛盾线索，变“坐等
上门”为“送服务到家”。

富康社区王女士和邻居因阳台渗
水僵持半年，电话沟通始终无果。孚
玉司法所所长余府成说：“这次上门
调解，大家围坐在客厅拉家常，既缓
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又方便实地查
看问题根源。”经过 3 个小时的协
商，双方当场达成维修方案，多年的
积怨一朝化解。

“在家里调解有个明显好处，当
事人会更放松，更容易打开话匣
子。”余府成坦言。调解过程中，调
解员常常泡上一壶热茶，用方言从家
长里短切入矛盾焦点，把法律条文以

“接地气”的方式讲透，让调解多了

份“人情味”。
针对家庭纠纷，孚玉镇调解队还

会邀请家族长辈、社区网格员共同参
与，借助“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帮
助当事人换位思考。如在孚玉镇万
元村李大爷的赡养纠纷中，调解员联
合其子女、村支书围坐在饭桌旁，
既宣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又回忆老
人养育子女的艰辛，最终促成子女
轮流照料老人的共识。

每次上门调解后，调解队都会
建立“一案一卷”，持续跟踪协议
执行情况并定期进行回访。同时，
结合典型案例在社区开展“微课
堂”普法活动——5 月成功调解两
起邻里纠纷后，孚玉镇民西社区直

接在小区广场用真实案例讲解“相
邻权”法律知识。“现在居民遇到问
题，第一反应是找调解员商量，而不
是吵架动手。”民西社区党总支书记
夏翠蓉说道。

如今，“调解进家门”已成为孚
玉镇基层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年
以来，全镇累计上门调解矛盾纠纷80
余起，成功率达99%，群众满意度显
著提升。“把调解室搬到群众家里，
就是让服务更贴心，让矛盾化解在萌
芽，让邻里关系更和谐。”孚玉镇党
委书记汪任华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
深化“流动调解”模式，推动基层治
理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全 媒 体 记 者 查 灿 华 通 讯
员 吴春文）

把矛盾调解从“固定场所”延伸至“群众家中”

“零距离调解”让服务更贴心

6 月 13 日，望江县华阳镇武装部
组织民兵走进该镇计渡村菱角种植
基 地 ，投 入 助 农 抢 收 行 动 中 。 华 阳
镇 武 装 部 发 扬 民 兵 平 时 服 务 、急 时
应急、战时应战的优良传统，他们齐
心协力、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帮助
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丰收的果
实，以实际行动服务于民。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伊婷 摄

助农抢收忙

在桐城市青草镇铜锣村，有这样
一位党员干部，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点滴善举温暖
着村民的心田。她就是铜锣村妇联
兼计生专干田玲。

今年4月初，铜锣村积极响应“宜
居桐城”行动号召，组织村“两委”成员
开展集中安置点卫生清理活动。田玲
和同事们认真清理着每一个角落，就
在她清扫花池时，一个不起眼的小红
布袋引起了她的注意。打开袋子，里
面竟然是折叠齐整的一沓现金，田玲
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招呼同事回村登
记，并共同清点现金，确认金额为
4510元。“不管谁丢了钱都着急，必须
尽快找到失主。”田玲说道。

田玲向铜锣村党总支书记汇报情
况后，立即联合村“两委”其他成员
多渠道寻找失主，一边由村干部调取
集中安置点周边监控，查看视频；一
边通过村广播播放失物认领消息。
同时，田玲和同事围绕集中安置点周
边开展排查走访。正当排查进行得
热火朝天时，五保老人李国胜急匆匆
赶到村委会，他着急地说：“我丢了个
红色布袋子，里面是我的生活费啊！”
随后，老人详细地描述了袋子的外观
特征和现金数额，与田玲捡到的完全
吻合。鉴于田玲外出排查未归，失物
被锁放在抽屉中，村党总支书记当即
约定好次日交接。

第二天，李国胜老人的侄子如约

来到村委会，田玲仔细核对相关信息，
确认无误后，便随他一起将钱送至老
人家中。接过小红布袋时，李国胜老
人的脸上绽放出久违的笑容，他一手
攥紧布袋，一手握住田玲的手连声道
谢：“谢谢，太感谢了！要是这笔钱找
不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次真
是多亏你们了！”

田玲的善举并非偶然。2023年 1
月，铜锣村长形组村民朱某生病在家
不能动弹，村“两委”安排田玲陪同
朱某前往医院救治。考虑到朱某独
居，田玲每天陪同照顾朱某近 10 小
时，帮助其洗脸、抹身、处理大小便
等，晚上困了就躺在医院提供的折叠
椅上打个盹。

2023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气温骤
降，田玲接到脱贫户华武林的求助电
话，称其83岁的老父亲走失未归。田
玲立即召集人员展开搜救，经过 4 个
多小时的奔走努力，终于在夜里 11时
许寻到老人并安全护送回家。

心有大爱，善良是她的底色；心
系群众，为民服务是她的初心。作
为村干部，田玲始终将为人民服务
融入日常，用耐心细致的工作为村
民排忧解难。她的故事看似平凡，
却以拾金不昧的诚信、急民所急的
担当，诠释着党员干部的初心，更激
励着更多人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
凡的奉献篇章。

通讯员 张俊 彭思齐

田玲：为民服务践初心 平凡岗位显担当

本报讯 仲夏时节，在望江县雷
池镇双新村村部旁，曾经零散的薄田
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整
齐的蜜薯垄。近年来，双新村盘活土
地资源，并通过创建“巾帼文明岗”，
引领留守妇女在蜜薯产业中大显身
手，点亮增收新希望。

过去，双新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
务工，留守妇女既要顾家，又苦于找
不到增收门路。双新村“两委”经过
考察和论证，发现当地土壤和气候适
宜，蜜薯耐旱耐瘠好打理，劳动强度
适中，适合妇女们种植并兼顾家庭。

为此，村妇联迅速行动，挨家挨户动
员宣传，鼓励留守妇女种植蜜薯。同
时，双新村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引导妇女们深度参与蜜薯产业
从种植、田间管理到销售的全过程。
在蜜薯产业的带动下，村集体为近50
名妇女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每
人年均增收近5000元，这也让她们在
劳作中掌握了实实在在的种植技术，
为下一步就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昔日的薄田，如今真正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甜蜜基地”。

（通讯员 储可慧 胡晓琴）

蜜薯种植铺就巾帼“甜蜜”致富路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范岗镇全
面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
旨在通过拉网式排查与精细化管理，
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行动中，检查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农机合作社及粮食烘干场所，重
点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
械的制动系统、灯光信号、防火装置
等安全性能进行全面检查，同步核
查操作人员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
情况，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
改通知书，建立问题台账并实行“销
号管理”。检查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面对面宣讲等方式，向群众宣
传农机安全知识，解答群众有关农机
安全生产、农机惠农政策等方面的
问题，面对面详细讲解农机安全典
型案例，严格规范开展安全驾驶理
论知识培训，有效提高了农机驾驶
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为农机
安全生产规范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并
与辖区内农机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
书30余份。此次累计检查各类农业
机械90余台套，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材
料300余份，共发现隐患3处，已整改
到位3处。 （通讯员 黄慧娴）

开展农机安全检查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新渡市场监管所聚焦“共铸诚
信 提振消费”主题，多措并举开展系
列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新渡市场监管所举办网络交易
培训及“共筑满意消费”主题宣传讲
座，引导经营者践行诚信理念，将保
护消费者权益全面融入经营管理之
中，以高品质商品与卓越服务为稳固
基石，努力构筑满意消费环境。在新
渡镇花园路小广场，志愿者还通过设
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等

方式，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连日来，该所执法人员深入商

店、超市等重点场所开展消费环境大
排查专项行动，针对商品质量、价格、
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全方位检查，向
商户发放《诚信经营倡议书》，引导商
户诚信经营，共同维护良好的消费
环境。截至目前，此次活动累计发放
各种宣传单册300余份，提供咨询服务
80余人次，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次，检
查各类经营主体50余家次，赢得群众
点赞。 （通讯员 储蕾 梁慧）

共筑满意消费 激发消费活力

近日，一场以“大地欢歌·美好安徽”为主题的“村晚”在岳西县白帽镇
土桥村举行。这台“村晚”以基层群众为主体，以乡土文化为内核，通过多
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成果，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道极
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精神文化大餐。 通讯员 江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