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河南省清丰县综合治理中心

办事大厅，触摸大屏“点将台”映入眼

帘，不时有群众走到屏幕前查看专职

人民调解员信息，预约专职调解员，帮

助自己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调解室里唠
矛盾不出乡

“你们帮我管管，我家的地被别

人种上树了！”清丰县高堡乡小辛庄

村民唐全府来到高堡乡调解工作室

寻求帮助。

唐全府跟王自臣做了 17 年邻居，

门口一块地基的归属问题一直没谈

拢。夏天，王自臣在这块土地上种起

了树。唐全府看见后情绪非常激动，

多年积怨一下子爆发，他一门心思要

去法院打官司、讨公道。

“要不还是先去乡里调解室试试吧。”和家人一商量，唐全府来到

高堡乡调解室。当天值班的专职人民调解员李照坤接待了他，登记

过后，李照坤答应为他协商解决。

可一个月下来，李照坤数次同村委会工作人员入户劝解，矛盾

却始终未能化解。“你们没有档案记载，就知道和稀泥。”王自臣不

服。李照坤没有放弃，他继续认真分析案情，花了一周时间查阅村

里的相关历史档案，找出了十几年前的原始数据，确认了土地使用

权的归属。

在农村，档案并不好找，看着从一沓沓老纸张里找到的自家的原

始资料，双方都被调解员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加上白纸黑字

的地契摆在眼前，最终唐全府和王自臣达成了一致。

清丰县于 2018 年 6 月组建了河南省首家县级人民调解员协会，

每个乡镇配备 3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全县一共 75 名人民调解员。其

中，不少专职人民调解员是司法所退休职工。“矛盾纠纷解决涉及群

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矛盾解决了，村里才能更好发展。”李照坤说道。

纠纷不过夜 化解在云端

“就是 500 块，一分不能少！”

“我不是故意的，你要价太高，这是讹人！”

前段时间，清丰县固城镇刘张庄村的网格员程云超在村里巡查，

听到不远处传来争吵声。到场后发现是村民都献周维修房子时，不

慎将邻居刘琴娥家屋顶的部分瓦片弄碎了。刘琴娥向都献周索要

500 元赔偿，都献周不同意，两家人争执起来。

程云超平复当事人情绪后，立马打开手机综合治理应用“平安

通”，在“问题上报”页面中将现场情况归类为“邻里纠纷”进行上报。

固城镇综合治理中心接到信息之后，在后台将矛盾转派给固城镇专

职人民调解员刘庆保。刘庆保不到 10 分钟就赶到现场。

“咱先不着急，去村里矛盾调处室坐下聊一聊。”来到矛盾调处

室，刘庆保端上热茶，与两家人拉起了家常。一开始两家人沉默不

语，刘庆保与程云超回忆起两家人一起修缮门前平台的事情，气氛逐

渐热烈了起来。

刘庆保话锋一转：“你看，老邻居这么些年，老都你安排人把刘琴

娥家的房子修好。琴娥，咱也不要索赔了，双方各退一步，怎么样？”

“我没问题。”刘琴娥最终答应了。

“我马上就找人去修。”见刘琴娥答应，老都说。

固城镇的综合治理中心大厅有一块大屏，各村网格员上报的矛

盾汇集于此，综治中心的值班人员条分缕析，将矛盾分门别类分配给

专职人民调解员，确保矛盾及时处理，不积攒、不拖沓。

综治大厅里还有一间云端调解室，可以与县里的人民调解委员

会连线。当地村民陈付周对此称赞有加：“这个云端调解把县乡村三

级调解连接在了一起，解决问题真迅速！”

制度有保障 干劲更足了

调解效果好不好，关键在调解员队伍。

“在清丰，做一名人民调解员十分光荣！”90 后高明双大学毕业

就来到大屯乡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刚来时，周围群众对她颇多疑

问：“刚毕业的年轻人，到底行不行？别干两天就走了。”

入职伊始，几名妇女吵闹着走进大屯乡综合治理中心。她们是

大屯乡一家服装厂的工人，被欠薪两个月。她们讨薪无门时，听说乡

里来了名大学生调解员，就想着来“试试运气”。

高明双找来了值班律师，咨询了合同性质，又将企业负责人请到

了现场。高明双推心置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劝说后，负责人

当场打下欠条，约定还款期限。

一年之后，高明双被清丰县人民调解员协会聘为职业调解师。

清丰县司法局通过绩效奖励等多种方式，鼓励年轻人参与到基层调

解治理中。优秀年轻调解员经考核可由人民调解员协会聘为职业调

解师，待遇相应提高。身份有了，待遇提了，调解员干劲更足了。

清丰县综合治理中心二楼，是“娟子工作室”等品牌调解室。

2020 年 1 月，清丰县启动“娟子式调解员”培养计划，由资深调解员

蔡娟授课，为年轻调解员传授经验。高明双抓住机会，拜蔡娟为

师，培训场场不落，一有困惑就向蔡娟请教。

“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人民调解这项工作中，我更有信

心，希望我也早日成立自己的调解工作室。”谈到未来，高明双说。

本期统筹：杨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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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矛盾，先找调解，
在河南省清丰县，人民调
解这一制度优势正转化
为破解基层矛盾的治理
效能。近年来，清丰县成
功 调 解 案 件 量 由 每 年
1000 余件增加到 6000
余件，信访量大幅下降，
诉讼案件得到有效分流，
基层矛盾纠纷得到及时
化解。

核心阅读

■深阅读R

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

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经中

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

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深 入 贯 彻

新 时 代 军 事 战 略 方 针 ，聚 焦 备 战 打

仗，注重精准精细，积极改进创新，

系 统 规 范 军 队 功 勋 荣 誉 表 彰 的 条

件、比例、程序、待遇、宣扬、管理等

重要内容。

《实施办法》着眼备战打仗需求，

区分战时平时、人员类别、职能任务

等，细化量化施奖条件，走开精细化

施奖路子；综合考虑职能任务、功绩

贡献等因素，规范功勋荣誉表彰的比

例数量；统筹设计功勋荣誉表彰获得

者的政治待遇、工作待遇、生活待遇，

进一步加强功勋荣誉表彰管理工作。

《实施办法》的印发施行，对于构

建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增强

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

感，推动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

做先锋的良好氛围，激励引导官兵牢

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军委办公厅

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实施办法》

正月十一，早上 7 点 50 分，辽宁

省沈阳市万象城的室内滑冰场上，活

动区已有了不少孩子。 12 岁的凡子

轩黑衣黑裤黑鞋，身姿挺拔，看着倍

儿精神！

凡 子 轩 小 名 叫 麦 穗 。“ 麦 穗 4 岁

时，看人家练花样滑冰，就走不动了，

可冰鞋也没有那么小的码啊！”回忆当

时，妈妈吴多笑道。5 岁半，刚能穿最

小码的冰鞋，麦穗就学起了花样滑冰。

8 点，冰场开放，麦穗第一个冲了

进去。教练王蒙把他和其他学员集合

到一起，开始进行跳跃练习。“保持重

心！进弧线！下蹲！摆臂……”王蒙

边提醒，边录下视频，回放给孩子们，

逐个点评动作。

麦穗学得很快。去年 6 月，他成

为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国家一级运动

员。前不久，辽宁举办首届青少年冬

季运动会，他是预赛甲组第一名。

随后麦穗开始练习后外三周跳。

第一次尝试，落地不稳，摔在冰上，再

来！跳起，旋转，落地，摔倒……

“现在的训练条件比以前好太多

了。”今年 33 岁的王蒙 10 岁进入专业

队，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国际比赛。“5
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早上冰场一般也

就四五个人，你看这会儿，得有 30 多

人吧！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能入

选国家队！”王蒙很振奋。

如今，麦穗已成为沈阳市花样滑

冰队的一员。他就读的小学每周都组

织学生们开展“冰雪进校园”活动，越

来越多同学开始跟他聊滑冰。

11 点，训练结束，麦穗擦了擦汗，

收拾起背包。

“累不累？”记者问麦穗。

“爱滑就不累！”麦穗答道。

“为啥爱滑？”

“在冰上旋转跳跃很优美！”

这几天，训练之余，麦穗的心已飞到

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最喜欢的选手

是金博洋，没法去现场看比赛，但会准时

看电视，也看录像学习他们的动作。我

的梦想就是参加冬奥会！”麦穗的小脸上

写满坚定和认真。

辽宁省沈阳市——

小麦穗的冰雪梦
本报记者 刘佳华

“春雨贵如油啊！一刻也不能耽

误。”春雨淅沥，一大早，福建省福安市

赛岐镇象环村村民陈坛生就骑着三轮

来到驻村干部郭盛发家，从他手中领

取了 100 多斤土豆种块。赶着这场及

时雨，他要把土豆种在自家 13 亩葡萄

棚里。

葡萄大户种土豆，这是怎么回事？

陈坛生是葡萄种植能手，自 1997
年种植巨峰葡萄以来，逐年扩种，如

今，年收入近 30 万元。赛岐镇种植葡

萄 1.2 万亩，果农人均增收 2 万余元。

如何更上一层楼，能不能“一棚两

用”？为此，赛岐镇农技站负责人肖文

光把脉开方：“我们邀请专家深入调

研，提出了葡萄园套种土豆的方案。”

手攥一袋土豆种块，肖文光在村

部大院里向村民科普：“葡萄是喜光植

物，土豆相对比较耐阴，而且葡萄根系

深广，土豆根系短浅，两者吸收肥料的

层次不同。套种后产量高，效益好。”

“种土豆会不会影响葡萄产量？”

“间作套种有什么注意事项？”……面

对村民的提问，赛岐镇成立 6 个种植

工作专班和 1 个督查组，每个专班分

别由镇干部、农技员和种植大户组成，

同时每个划分区由 1 名村党员干部配

合推进。

现场实地考察、落实种植人员名

单，入户宣传……目前，象环村已有

520 多亩葡萄套种土豆。

挥舞锄头，葡萄藤下浅浅挖个坑，

每隔 50 厘米放一个土豆种块，扶正、

盖土、浇水……“13 亩葡萄棚套种土

豆，能产土豆 6000 斤，又能增收万把

块呢！”抹一把额头汗水，陈坛生两手

撑着锄头，笑得合不拢嘴。

福建省福安市象环村——

“一棚两用”助增收
本报记者 刘晓宇

元宵到，花灯俏。在这个两岸

同胞同庆的传统佳节，海峡两岸不

约而同举办一场场别具特色的新春

灯会，传递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

深情：在福建厦门，“两岸一家亲”等

23 组融合了闽南文化特色的大型

花灯，展现着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

渊源；在台湾南投，杭州、温州等大

陆 9 地的大型花灯亮相，吸引着众

多台湾同胞前来欣赏；第二十届“两

马同春闹元宵”灯会邀请在榕马祖

乡亲“赏花灯、闹元宵”，马尾和马祖

两地民众在喜庆氛围中同享欢乐和

团圆……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中国人的传

统年俗，寄托着中华儿女追求团圆

与美满的共同愿望。璀璨灯火映照

出两岸同庆新春的喜庆节日氛围，

也映照出“两岸一家亲”的深厚乡情

乡谊。正如网友在留言中所说，“海

峡难隔鸿雁，岁月不改人心”，这份

跨越山海的亲情与思念是两岸同胞

的共同心声，是任何力量都阻隔不

断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期间，

两岸民众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发

起“云端大拜年”，互致新春问候与

祝福，掀起一波波热潮，汇聚成引

人关注的热搜话题——“穿越海峡

的新春祝福”。 96 岁的大陆著名学者方汉奇给台湾 98
岁的新闻学同行李瞻拜年，约定“相期以茶”；曾在台湾

执教多年的大陆知名学者叶嘉莹录制视频向港澳台和

海内外朋友发出新春祝福，感动无数网友；大陆昆曲表

演艺术家俞玖林与台湾作家白先勇通过视频互致新春

祝福，共话昆曲情缘；许多在北京冬奥会做志愿者的台

湾青年学子通过视频向大家送出节日祝福；还有不少

留在大陆过年的台湾同胞，向岛内亲人恭贺新春，温情

告白“见屏如面，亦是团圆”……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里，两岸中华儿女同庆佳节、共话团圆、互致

祝福，这一张张笑脸、一声声问候、一段段祝福穿越海

峡，温暖人心。

两岸一家亲，佳节盼团圆。中国人对于团圆的期盼，

总是在传统佳节之际更加浓烈。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包括

春节、元宵节等在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

历史记忆，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两

岸的新春灯会和穿越海峡的新春祝福再一次证明，一湾

浅浅的海峡隔不断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兄弟亲情，挡不

住两岸同胞对家人团聚的热切盼望。两岸同胞在同庆佳

节、共盼团圆的交流交往中，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断加深“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促进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我们相

信，只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团结向前、踔厉奋发，团圆的

梦想一定能够实现，两岸同胞也一定能够携手共创中华

民族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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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永定河北京冬奥公园段银装素裹、流水潺潺，美景如画。2021 年，通过统筹多种水源，永定河 865 公里河

道实现了自 1996 年以来首次全线通水。图为 2 月 14 日拍摄的永定河雪景。 贺路启摄（影像中国）

2月 12日，天蒙蒙亮，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才家

园社区的爱心超市刚开门，付文艳便兴冲冲赶了过来。

超市货架上摆满生活用品，可价签上标的不是金

额，而是积分，付文艳这次就是拿积分来兑奖。

人才家园社区是异地搬迁安置小区，容纳了边远

地区 42 个行政村的 8000 名村民。48 岁的付文艳是小

区物业公司的保洁员。在工作中，她发现左邻右舍一

些独居老人腿脚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便主动上门帮

他们打扫卫生、陪他们唠唠嗑。

后来，社区建立爱心超市，将居民好人好事折算成

积分兑换奖品。“刚开始就纯帮忙，没成想，举手之劳还

能有回报。”说着，付文艳用攒下的积分兑换了 4 大桶

洗衣液。

一旁，同样早来的同事阮春燕用积分兑换了一个

毛绒玩具熊：“这两天孩子吵着闹着要玩具呢。”

阮春燕今年 34 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前，丈

夫外出打工，她留在村里种地、做饭、照顾孩子。“现在

咱小区离县城近，周边啥都有。老大转学到了丰宁七

小，老师教得好，还能住校不用接送。如今，老二白天

也不用我照看了。”去年，闲下来的阮春燕也在小区物

业公司找到了工作。

红日初升，小区居民开始陆续出门。付文艳和阮

春燕拿着东西，边唠嗑边往回走，迎面碰上了老大姐张

明云。“大姐，衣服真漂亮。”付文艳笑着打招呼。

“这衣服新的。春节这些天，我在家里缝珠子、刷

浆子、做帽子，挣了 1000 元呢！”张明云也笑着回答。

她种了半辈子地，怎奈老家降水少、土地贫瘠，收入

只够勉强糊口。搬迁后，她来到小区附近生产特色

民族服装的扶贫车间打工，活不累，按件计酬，还能

拿回家里做。

聊着聊着，太阳升高了，几人挥手道别，开始新

一天的生活。

河北省丰宁县人才家园社区——

搬出来的好日子
本报记者 张腾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