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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童华岗 宋娟）记者日前
从钟楼区城管局获悉，截至 11 月，全
区已建成垃圾分类达标小区65个，建
设垃圾分类清洁小屋 149 个，投放智
能可回收设备 80 套。全年垃圾分类
宣传覆盖约20万人次，小区宣传活动
400余场。

与传统的垃圾投放点相比，新的清
洁小屋外形美观、不脏不臭，洗手池、灭

蚊灯、换气扇、除臭等配套设施齐全，小
小垃圾屋“五脏俱全”。达标小区建设完
成后，钟楼区城管局及时完善分类体系，
配齐、配足收运与督导人员、运输车辆。
现在每个清洁小屋都配备了专职督导
员，通过提醒、引导等方式提升居民分类
投放正确率。清洁小屋附近，还设置了
宣传设施，把清洁小屋作为宣传教育新
平台，广泛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149个清洁小屋建成

本报讯（童华岗 张辉） 班玛县，
隶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2021年
8月，班玛县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确定为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今年10月，区
农业农村局选派产业与监管科刘佳
铭、农经站白稳、畜牧兽医站周凯迪3
人组成援青支农小队，带着技术与热
情，来到班玛县，开启了支农新篇章。

10月底，援青支农小队与班玛县
农牧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组成
督查监管小组，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检验（例行）抽样工作，对县域

内4家蔬菜销售店和4所学校进行样
品采集，共采集肉类101批次、蔬菜类
51 批次。援青支农小队协同班玛县
农牧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前往赛来
塘镇、多贡麻乡、马可河乡等乡镇对玛
柯河、多柯河等河道开展“把脉”式检
查，对乡镇水质检测报告整理归档，校
验取水许可证并归纳整合本地取水用
水情况，进一步完善了河长制工作的
相关台账。援青支农小队还与班玛县
官方兽医组成防疫队伍，走村入户进
行牦牛口蹄疫疫苗注射工作，已完成
800余头牦牛疫苗注射。

钟楼班玛心连心 共绘农业新愿景

本报讯（顾克琦）日前，五星街道
综合应急救援队代表钟楼区参加全市
基层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现场拉动演练
考核。

此次拉练考核以市应急管理局考
核组随机指派地点（青枫公园）为集
合点，钟楼区 18 名综合应急救援队

队员接到命令后，在 20 分钟内快速
有序地完成了穿戴装备、抵达现场、
队伍集结、人群疏散、联通布控球、调
度救援资源、心肺复苏、信息报送等
一系列应急救援措施流程，经考核组
考核，综合成绩为满分 100，位列全
市第一。

全市基层灾害事故应急处置现场拉动演练考核

全市第一

本报讯（严婷） 日前，“第二届
‘钟’爱艺生艺术展演”在三堡街的“运
河五号”隆重举行。此次展演不仅集
中展示了钟楼区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丰
硕成果，也为市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视听盛宴。

由区艺培协会创意策划的“钟”爱
艺生艺术展演，今年已经是第二届。
整场演出紧紧围绕“艺术之旅”这条主

线，搭载歌舞表演、武术非遗、儿童戏
剧等多样态节目，以润物无声的艺术
表达，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传承经典、
热爱家乡、立志报国和逐梦未来的昂
扬面貌。舞S舞蹈、墨门艺术、童韵美
术、洁希小明星艺术团、乐想童年文化
艺术等 14 家白名单艺培机构为此次
展演编排推送了优质节目，被授予“优
秀节目选送单位”称号。

“钟”爱艺生艺术展演落幕

本报讯（郭艳）近日，荷花池街道
西新桥二村社区集中开展了新生儿基
本医疗保险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新
生儿家长对参保政策的知晓率。

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线上，在居民网格群
内推送参保缴费方式、亲情账户绑定、
家庭账户共济、异地就医备案等医保

政策，提升政策知晓率。线下，通过公
告栏、宣传栏张贴医保宣传海报，现场
发放宣传资料、入户走访等方式向居
民宣传新生儿医保政策，并告知新生
儿家人及时办理参保手续，确保新生
儿及时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待遇。此
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80 余
份，走访新生儿家庭20余户。

关爱新生儿 医保伴成长

“我100岁了，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呐！”11月22日上午，怡寿园老年公寓内，
南大街街道宣家弄居民潘锡妹头戴寿星帽，看着生日蛋糕笑得合不拢嘴。1924
年出生的潘锡妹是西直街社区的“三无”老人，长期住在养老院。22日是老人的
生日，此前她就有一个微心愿，希望能有人为自己过一次百岁生日，区人大代表
和社区获悉后决定共同完成她的心愿。 吴凌浩 徐西柳 图文报道

百岁老人的微心愿

□本报记者 吴凌浩 童华岗
通 讯 员 韩永华 李玲玲

“我到社区工作的那一年，刚好也
是道德讲堂发起之年。”永红街道花园
南村党委书记李晓婷回忆起自己与道
德讲堂的故事，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2009年春夏之交，她从新世纪商城来
到成立不久的锦阳花苑社区担任党支
部书记，服务4个居民小区3000多户
居民。也就在那一年，钟楼区选择将
锦阳花苑社区作为全区第一批道德讲
堂的试点社区，从此锦阳的道德故事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伴随着不断创
新，锦阳的道德讲堂从室内走向室外，
从线下走到线上，道德故事在永红街
道的大街小巷、在群众心间激荡。

开讲：社区与居民

要开道德讲堂，首先得有场地，这
对于拥有3层空间的锦阳花苑社区来
说，并不算难题。“我们最终选择将社区
2楼的功能室改造成可以容纳100余人
的道德讲堂，消息传出去后，不少热心
居民还主动赶来帮我们布置。”李晓婷
对社区道德讲堂的建设过程记忆犹新。

让李晓婷没想到的是，第一课就
异常火爆，现场几乎坐满，在听到其他
社区的好人好事时，不少居民都有感
而发，主动向她提供身边的好人线
索。李晓婷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她
按照居民提供的线索和社区党员清单
挨个走访，挖掘出了不少身边好人，党
员吴巧华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退
休工人，吴巧华退而不休，调解纠纷、
上门慰问、文艺演出都有她的身影。

“她非常热情，在群众中也有一定威
望，不仅是我们道德讲堂宣讲的身边
好人，也是一位宣讲员。”李晓婷回忆
道。就这样，越来越多像吴巧华一样
的普通居民站上讲台，讲着自己身边
的道德故事。

除了让像吴巧华这样的普通居民

登台宣讲，不少社工也参与了进来。年
轻社工袁洁刚参加工作不久，生性腼腆，
但她充分发挥自己撰写故事的能力，写
了多篇道德故事，还在李晓婷的鼓励下
大胆站上了讲台。

说事：室内与室外

随着道德讲堂每月4次的常态化运
营，李晓婷越发感觉，道德讲堂不应停留
在狭小的室内，它属于更广阔的天地。

“一开始是让居民走进来听，后来我们就
想让道德讲堂主动走到居民中间去。”锦
阳花苑小区内的凉亭、走廊一直是小区
居民休闲的好场所，汇聚了人气。李晓
婷结合多年社区工作经验，将这个凉亭
打造成“晓婷说事儿”广场，将道德讲堂
融入其中。

刚开始，李晓婷挑起宣讲员的重担，
在凉亭中宣讲。慢慢地，这支道德的“火
炬”就交到小区普通居民手中，在这过程
中涌现出许多热心的社区居民。马筱
莺、张娟华……每念一个名字，李晓婷都
会想起她们讲的故事，这些故事也给社
区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随着时间推移，室外的道德讲堂转
身成为小区居民的道德议事厅，用来讨
论小区中有争论的议题，养狗、广场舞扰
民等问题都被摆到台面上，矛盾纠纷在
阳光下逐渐消弭，《文明养狗公约》《快乐
广场舞公约》等居民自治公约都在讨论
声中诞生。“道德的力量并不是正面批
评，而是运用公共舆论的力量，去抑制损
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道德讲堂不止于讲
堂，更是居民自治的生动体现。”李晓婷
对于这个广场的未来充满信心。2020
年，李晓婷离开自己工作11年的社区，
但锦阳花苑小区的凉亭功能并未改变，
新的社区党委书记霍潞接过李晓婷的担
子，将“晓婷说事儿”广场改成“小潞说事
儿”广场，延续“说事儿”IP，传承“说事
儿”精神。

从室内到室外，道德讲堂向前跨出
了一步，但李晓婷的目标不止于此，已
经在永红街道花园南村社区的她并未
停止创新道德讲堂的传播方式。今年
3月20日，花园南村社区在云山诗意道
德讲堂开启了第一次直播宣讲，互联网
传播突破了空间的桎梏，让道德的春风

吹拂更多的人。“道德讲堂的形式需要
适应时代去创新，一步步走入群众中。”
李晓婷说道。

播撒：爱与守望

道德讲堂主动走向居民，如春风化
雨般浸润心灵，15 年来，这些向善的力
量也推动着锦阳花苑社区的居民成为社
区志愿者，反哺社区。

2015 年，锦阳花苑社区引进“时间
银行”志愿服务项目，采取“时间储蓄”和

“时间支取”两种方式，将“小老人”与“老
老人”结对，让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
志愿服务，等到低龄老人年老需要服务
时，就能享受同等时数的服务。项目启
动伊始，耳边萦绕着道德故事的居民踊
跃参加，短短几天就有120对结对成功，
推动了社区养老模式的迭代升级。

“李书记，我舍不得你走啊！”锦阳花
苑小区的老徐夫妇是计生特扶家庭，也
是社区道德讲堂的受益者。老徐夫妇的
亲属都不在常州，老徐因病去世后只剩
李老太一人。2名居民志愿者每天自发
去她家看望，邻里间的守望让李老太不
再冷清。李晓婷更是一有空就会上门和
老人唠嗑，情如母女。“时间银行”项目开
展后，类似与李老太结对守望的邻里志
愿者也越来越多，李晓婷刚到锦阳花苑
社区时，只有十来个志愿者，而到2020
年时，这支队伍已发展到近200人。

在锦阳花苑社区的道德讲堂的外墙
上，贴着一棵苹果树的图案，树上的每个
青苹果都写着一位困难居民的微心愿，
听完道德讲堂的居民一出来就可以看到
这些心愿。当热心居民想要伸出援手与
困难居民结对时，青苹果也就变成了红
苹果。道德讲堂的力量就像是催化剂，
让这棵大树“结”满了红彤彤的苹果。

“社区工作者头顶‘小巷总理’的称
谓，就应当带着一份责任感去做这项工
作，道德讲堂让大家双向奔赴，最终换来
的是居民幸福的生活。”李晓婷总结与道
德讲堂一同成长的15年岁月时说道。

“道德讲堂”传播者——李晓婷

让道德春风吹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吴凌浩 通讯员 陈芳

即将到来的国际志愿者日是全世
界志愿者的节日，也是钟楼高新区（邹
区镇）一群特殊志愿者的节日。他们
虽然白发苍苍，却依然充满活力。
2023 年 9 月，3 名退休干部被邹区司
法所聘为调解员，组建成立“邹和民情
工作室”，开启了“银发”调解之旅。

一年多来，工作室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110起。在邹区镇，哪里有矛盾，
哪里就有这群热心肠，他们化身为“老
娘舅”“常阿姐”，用专业与热心调解各
种纠纷，用智慧与法律维护和谐，营造
守望互助的“邻里情”，打造矛盾疏导
的“减压阀”。

老有所为

“用电交费天经地义，但不是我用
的，为什么要我交？”今年3月，邹区人
左阿姨发现她银行卡每月有两笔电费
的扣费记录，她到供电所一查才发现
自己居然为邻居吴大叔“代缴”电费长
达12年。对于这一“乌龙事件”，左阿
姨希望能退还她多交的电费，吴大叔
却认为是供电所的责任与他无关，供
电所则提供了相关证据表明银行账

号、户号都没有问题，三方因此僵持不
下。在供电所的建议下，众人来到邹区
司法所寻求帮助。

这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70岁的“银
发调解员”吴宝珍面前。退休前，吴宝珍
曾在镇政府从事民政工作，退休后还担
任了区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法律知
识和群众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为查清事
实，吴宝珍与供电所会计一起花了2 天
时间，清理了两家2013年以来一百多张
电费交费单，最终确认左阿姨“替”吴大
叔交了2800余元电费。“大家门对门守
望相助几十年了，小问题闹成大矛盾不
值得！”吴宝珍两次上门调解，摆事实、讲
道理、释法律，促成双方意见最终达成一
致。调解协议签订当天，吴大叔将2800
元现金交给她时，左阿姨也表示自己确
实疏忽大意，执意只收2600元，邻里间
重归于好。“‘调’出群众幸福感，‘解’出
百姓满意度，苦点累点都值得，我们晚年

生活也更有价值。”吴宝珍说道。

老有所学

为顺利解决“陈年”纠纷，调解员需
要用对处理方式，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学
习，对相关法律法规了如指掌，才可以在
调解时融会贯通。“银发调解队”的志愿
者们深知这个道理，他们个个拿出年轻
时的干劲，一头扑进法律法规的学习中，
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感谢‘邹和民情工作室’的调解员，
帮助我们解决了33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刘老伯在案件回访中由衷地向工作室调
解员潘美方道谢。原来，刘老伯家门前
的场地，却是另一位当事人的自留地，因
为这块土地，两家存在龃龉达33年之久，
村委多次协调沟通都无功而返。偶然
间，刘老伯得知邹区司法所成立了“邹和
民情工作室”，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
工作室，想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

潘美方接到调解任务后，并没有急
于开展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她分别找到
双方当事人的亲属、邻居、属地村委，侧
面了解双方的矛盾情况，先从亲属着
手，拿出相关法律法规，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在双方亲属对此事有了一致意见
后，再与当事人沟通，经过几轮的调解，
终于促成当事双方对自留地出让一事
达成共识，顺利解决了这桩邻里纠纷。

“我们国家法律更新快，我虽然退休了，
还是要好好学，才能掌握更多的调解本
领，工作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潘美方
感慨道。

“‘银发调解员’声望高、群众基础
好，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具有先天的经验
优势、威望优势，是有效激发基层社会治
理的‘银发动能’。”邹区司法所所长王超
认为，志愿者们明辨是非、公平公正、不
偏不倚，有助于当事人打开心结，消除对
立情绪，最终达成和解。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这群“老娘舅”“常阿姐”

邹区：为调解工作注入“银发力量”

秋去冬来，寒意渐浓，钟楼各处也悄悄换上了浓烈的暖色。在大运河畔的明城墙，在大小的公园内，在各大主干道路两旁，放眼望去都是绚丽的金黄色。在青
枫公园，由红橡树、金钱松、三角枫、紫薇等色叶树组成的色块，散发着迷人的初冬魅力。 薛婷 姚建国 赵新华 方南祺 图文报道

本报讯（戚怡）“纪念馆里的 80
余幅战斗照片、52名老战士的题词和
书法，生动再现了新四军的雄风，仿佛
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参观后非常
振奋人心……”近日，西林街道西林村
党总支组织广大党员沉浸式体验太华
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重温革命历史，不忘初心使命。
馆内关于新四军部队廉政建设的

珍贵史料，更是让党员们印象深刻，
纷纷表示将继续在党建引领下秉承
初心使命，进一步提升素质、凝心聚
力，为西林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
力量。

党建引领强使命
红色传承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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