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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小魏书记，我们拉了勾，你可一定要再回来

看看呦。”与新的驻村书记交接好工作，本想“偷偷

溜走”的魏巍还是被附近的群众“识破”了。

　　这一回，平日里能说会道，还学了一口地道当

地话的小魏书记竟说不出一句话。看着村民们一

张张真挚的脸庞，两年多来的一幕幕如同昨日一

样清晰。

　　2021年5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魏巍

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地投身乡村振兴第一线，成为

云阳县平安镇龙塘社区驻村第一书记。

　　两年多时间里，在魏巍的努力下，5公里的泥

泞山路不再是群众下山、孩子上学的“天堑”，山上

的优质水果有了销路，村民的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为龙塘社区蹚出四条振兴之“路”，也与当地村民

结下深厚情谊。

这条水泥路，让村民的梦想成真了

　　“要是能看到这条路修好，我眼睛都闭得上

了。”从城里看病回来，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一位老

婆婆的话深深地刺痛了魏巍的心。

　　魏巍知道山上的村民对这条水泥路的渴望，

这是他们劳作和孩子们上学的必经路，一定要修

好。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懈奔走下，魏巍为龙塘争取

到了5公里的硬化指标。

　　此后，村民们经过施工路段总能看到魏书记

忙碌的身影。施工不到半年，这条崭新的公路就铺

到了周祥文老人的家门口。

　　“看，这是魏书记给我们通的水，吃水再也不

用下山挑了。”每当有人路过闲聊，老周总爱打开

家门口的水龙头，看看他家清澈的自来水。

　　像老周一样，龙塘社区很多村民都住在山上，

水量、水质都难以控制。这条3200米的饮水管道解

决了山上村民“靠天吃水”的大难题。

　　“魏书记来之前是黑黢黢，魏书记来了后是亮

晃晃……”至今，村民李友泉编的顺口溜还时常被

路灯下乘凉的村民们吼一嗓子。

　　考虑到天黑之后进出村的安全风险，魏巍先

后3次回到重庆高院联系协调，在市财政的大力

支持下，5公里的进村公路旁都铺设了明亮的

路灯。

　　“为民服务暖民心，排忧解难似亲人。”村民们

送给重庆高院的锦旗，表达了他们对魏巍和法院

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

这条产业路，让山里的水果畅销

　　从去年开始，从深圳返乡创业的谭汉平就不

再担心青脆李的销路了，此前，严重的滞销让他的

果园一直处在亏损状态。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不能让回乡的创业者失

望！”魏巍说。龙塘社区最主要的产业是柑橘和青

脆李的种植，但像谭汉平的果园一样，都存在产量

不高或销路不畅的问题。针对这些症结，魏巍将自

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他一方面邀请专

家对果农进行使用种植技术培训；一方面通过微

信朋友圈、抖音等平台途径拓宽销路，取得了立竿

见影的效果。

　　龙塘社区通路灯后，公路最后一盏路灯照耀

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果果乐洗果厂”，这是形成种

植产业、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一环。

　　“当年建厂最棘手的就是土地流转问题。”龙

塘社区书记周淋至今还记得魏巍是如何辛苦奔

走、苦口婆心，在一周的时间内解决12亩土地、16

户居民土地流转和其他补偿问题的。周淋和龙塘

社区的村民都认为这个从城里来的小魏书记值得

信任、值得托付。

　　魏巍曾坦言，打通销路只是第一步，他担心的

是如何让龙塘的水果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吸引回

头客，这也是他两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魏书记，我跟你报告，今年青脆李大丰收，我

还没怎么发力就被抢光了……”离开龙塘两个月

后，魏巍接到了老谭打来的报喜电话。

　　这次，小魏书记真的放心了。

这条助学路，让山里的孩子有了希望

　　8岁的小馨与爷爷相依为命，生活很是艰难。

经过走访，魏巍发现，龙塘小学九成的学生都是留

守儿童，安心读书很多时候是个奢望。魏巍下定决

心给孩子们铺平这条求学之路。为了实现教育帮

扶工作的公平和帮扶效果最大化，他亲自到包括

小馨在内的5位受捐助学生的家中一一进行走访

调查。哪家几口人，有何困难，他如数家珍。为了让

更多的人关注并帮助这些孩子，不管工作日还是

节假日，只要听说哪里有帮扶意向，魏巍都是第一

时间跑过去商谈。

　　“答应的多，拒绝的也多，没事儿，反正我脸皮

厚。”笑着说这话时，魏巍分明脸红了。

　　在魏巍的努力争取下，重庆高院机关妇委会

为龙塘小学留守儿童送去书包文具、体育用品和

温暖冬装；江津区珞璜商会为学生捐赠学习用品，

并“一对一”结对帮扶28名家庭困难学生从小学至

高中毕业。

　　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学为龙塘小学捐

赠了3000册图书和办公用品，图书里的爱心卡片

让城市和大山里的小朋友互相了解彼此的世界。

　　“我要好好学习，长大考上大学，让魏书记骄

傲。”小馨稚嫩的声音清晰且坚定。

这条法治路，让乡村振兴有了动力

　　“魏书记是法院来的，你找他错不了。”每当龙

塘村民遇到涉及法律的问题，周边的亲友总有人

这样告诉他。

　　在外地务工没拿到工资如何讨要，借给别人

钱到期了不还怎么办，走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怎

么理赔……事无巨细，村民们有矛盾纠纷，也习惯

去找魏书记评评理。

　　“老辈子、孃孃，莫气坏了身子，你听我摆嘛。”

为了能够更好地与村民们沟通，到龙塘不到半年，

魏巍的重庆话已经听不出外地口音了。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说魏书记不好的，他就是

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每天与魏巍吃住在一

起的周淋说，他眼看着魏巍从190斤瘦到150斤。

　　村民们大多没有法律基础，不了解诉讼程序，

在业务部门工作过的魏巍就尽心尽力为村民提供

法律帮助，将诉讼程序、注意事项甚至去法院怎么

坐车等细节都详详细细写在纸上，分发给有需要

的群众。

　　“时间久了，周边村社的群众都知道了龙塘有

个魏书记，遇到问题也会跑来问，魏书记从来不推

辞。”社区干部贺茂军说。

　　在法院工作多年，魏巍深知法治是乡村振兴

中的不竭动力。平日里不管是解决矛盾纠纷还是

开院坝会、播送广播，魏巍总是不忘把法治的种子

播撒到龙塘的每个角落。

　　“两年的驻村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宝贵的农

村工作经历会指导我继续发扬吃苦耐劳、担当作

为的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魏巍说。

  图① 魏巍（左）正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图② 龙塘社区鸟瞰。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邓君

　　

　　近日，人民调解员、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司法

局凤阳司法所所长马胜佼被海珠区总工会授予

“海珠工匠”称号。刚刚捧回荣誉的他，转头又扎进

调解一线，连续成功调解了3起死亡赔偿纠纷。

　　17年的坚守，17年的钻研，马胜佼用初心与担

当诠释了人民调解的“工匠”精神，为新时代“枫桥

经验”赋予了新的内涵。

　　“最好的文字，也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

情，是你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看到了生活的曙

光。”成女士发给马胜佼的信息，记录了她的难处、

他的帮助。

　　那是2020年农历正月的一天，春节刚过，乍暖

还寒，成女士来到凤阳司法所求助，称自己是孤身

在外的异乡人，房东以疫情防控为由将她和自己

的宠物狗赶出了出租房。马胜佼立即主动跟进，联

系宠物机构寄养宠物狗，帮助缺乏御寒物资的成

女士申领棉被。同时对接房东，向对方宣讲合同法

相关规定以及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最终促成双方

和解。

　　职业生涯中，马胜佼还遇到过不少“回头客”。

　　2011年，陈女士因丈夫就医权益保障问题

前来咨询，马胜佼详细告知了相关法律法规，并

结合相关案例解开了陈女士的疑惑。了解到陈

女士家境困难，马胜佼主动对接相应社区居委

会，指引陈女士按照相应流程申请低保，最终获

得通过。

　　10年后的2021年，因第二任丈夫突发脑出血，

陈女士再度碰到法律难题，已经搬离海珠区生活

的她再次求助于马胜佼。马胜佼一如既往地耐心

解答陈女士的疑问，并帮助其对接所在地的社区

居委会。

　　“这份跨越10年的信任，是对人民调解员最好

的褒奖。”马胜佼说。

　　体恤困难群众，为他们代言，是马胜佼工作中

的常态。

　　2022年5月，6名工人因未能获得劳动报酬，与

某知名装修公司发生纠纷，马胜佼及时介入。在工

人缺乏直接证据，公司法务拒不认同相关法理分

析的情况下，他建议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由法援

律师免费代理他们维权，同时推动多元预防化解

机制启动，联动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等部

门，通过搜集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开展法理分析

会商、分头推动等方式，集中力量为群众办实事，

成功促成6名工人与公司就相关劳动报酬达成

一致。

　　这一幕幕，只是马胜佼职业生涯中的一朵朵

小浪花。

　　工作中，马胜佼创新总结出“马师傅七个一调

解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和深化。据统计，17

年来，马胜佼主持或参与化解各类纠纷1500余宗，

涉及当事人5000余人，金额超过两亿元。

　　不久前，在海珠区组织200余名社区党支部书

记开展的调解业务培训课上，马胜佼以近年多发

的加装电梯纠纷化解模拟案例，引导大家体验“马

师傅调解法”的9种方法，通过学员扮演当事人，找

出故意设置的错漏，总结和深化调解方法，带给学

员们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他丰富的调解经验，

出色的控场能力，获得了学员们的阵阵掌声。培训

休息的间隙，他被学员们围住，就他们工作中碰到

的各种问题向他请教。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可马胜佼总是

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开他的所学、所知、所想。“马

师傅七个一调解方案”的相关举措陆续被有关部

门推广和媒体报道。

　　马胜佼用自己的能力和魅力，促成基层调解在

矛盾纠纷汇聚点全覆盖；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谁协

助”理念的一步步实践；促进公检法司和职能部门

的力量在基层调解领域融合。他的“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度尺”“引导纠纷化解正方向”“人民有需

要，调解不打烊”的理念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在岗期间，马胜佼曾先后获得“广州法院十佳

调解员”“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司法所模范

个人”等荣誉。

　　“只要人民有需要，人民调解员就会在人民身

边。”马胜佼说，他只是三百多万人民调解员中的

一员。

  图①② 马胜佼（中）正在组织调解。

凤阳司法所供图  

马胜佼：“海珠工匠”17年潜心调解

□　本报记者   曹天健

□　本报通讯员 梁立波

　　

　　她性格直爽，雷厉风行，是警营铿锵玫瑰；她能

打能拼，被誉为警界“花木兰。”

　　她就是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宝山派出

所所长张莉。

　　在工作中，张莉不断积累化解矛盾纠纷的经验，

她把这种坐到村民炕头拉呱，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的

调解方法，称为“多头调解法”。2022年以来，派出所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多起，在基层奏响了一曲平安

和谐的乐章。

　　宝山镇的张某某和张某是前后屋邻居，两家

的地也相邻，本来两家人关系还算不错，8年前，张

某在地里建起蓝莓大棚，认为张某某家地里的3棵

杨树影响蓝莓生长，提出自己购买后砍掉。张某某

舍不得，双方为此闹起了纠纷。张莉详细了解情况

后，主动上门化解。她和民警从邻里情和村情况入

手，劝说年长的张某某多关心支持年轻人创业，经

过一次次工作，张某主动到张某某家登门道歉，张

某某也同意把树卖掉，两家人放下成见，冰释

前嫌。

　　类似这样累积多年的纠纷，张莉已经化解了

多起。张莉认为，派出所是和群众接触最多的公

安基层单位，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体现公安机

关社会治安治理的水平。张莉就任所长以来，始

终努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基层矛盾纠

纷化解资源和力量，确保各项制度接地气、有特

色、真管用，做到“大事不出镇、小事不出村、矛盾

不上交”。

　　提到青岛西海岸新区宝山镇，很多人会想起“宝

山蓝莓”。这些年，宝山镇的特色农业已经打响了品

牌，如何为宝山镇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作为一名从

警30多年的老警察，张莉结合宝山镇种植园区分布

多的特点，创新开展“融入式”服务。派出所根据种植

园区、企业位置，设立了9处警企联系点，安排12名社

区民警和辅警担任警企联系人，建立重点项目、种植

园区及企业走访联系机制，畅通渠道、主动作为，警

企联系人每月一次常态化开展“问需、问策、问难”走

访服务活动，广泛听取园区、企业对社会治安、服务

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2021年冬，张莉上任不到一周，宝山镇政府投

资数十万元平整了数十亩蓝莓大棚建设用地，结

果一夜间被倾倒了大量建筑垃圾。面对数座垃圾

山，镇干部心急如焚。张莉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

场调查，仅用5小时就锁定了不法分子身份，随后

将其抓获。案件的破获，有力确保了工程建设

进度。

　　鸟儿采果吃是天性，却必然会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随着保护野

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如何驱赶鸟类又不让它们受到伤害，成

为一道难题。张莉依托派出所设立的“生态警务室”，派出“生态警长”

主动协调区农业部门，帮助种植园申请“电子驱鸟器”，并联系多家保

险公司，为辖区11家大型采摘园、35家蓝莓大棚办理保险业务，减少他

们的经济损失，实现了生态多样性保护与企业增收的双赢，有力优化

了营商环境。

　　丛家屯是宝山镇东北角的一个小村庄，全村147户近500人。去年2月，

张莉在丛家屯走访时看到路上有几个老人在聊天，便上前和老人攀谈起

来。聊着聊着，一名老汉感叹，村里啥都好，就是吃水难。

　　张莉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回到所里反复琢磨，虽然这不是派出所管

的事，但她作为一名党员，既然知道了这事，就得尽一份力。张莉了解到，

村里原本有一口老井，现已供水不足。在宝山派出所开展“作风能力提升

年”活动中，她把“为丛家屯再打一口新井”的事，列入了“为群众办实事”

的清单。

　　去年3月，在与一家党建联建单位开展活动时，张莉提出了丛家屯吃

水难的问题。“打新井”的想法，得到了联建单位的支持。在张莉的努力下，

又有几家爱心企业加入。去年4月3日，施工队进村，当钻井机轰隆隆地响

起，村民们纷纷赶来围观。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5日，经过48小时的连续作

业，新井终于冒水了。

　　风化砂适合种植高品质蓝莓，价格较高。宝山镇的风化砂资源较为丰

富，但被不法分子盯上了。他们盗采后采用洗沙泥回填，严重破坏了生态

环境。张莉带领派出所同事，联合多部门开展打击盗采风化砂行动。张莉

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知群众，积极收集线索，打掉了以赵某为首的5人非

法盗采砂石犯罪团伙。2022年以来，宝山派出所已打掉非法采矿团伙3个，

抓获涉案人员30多人。

　　《法治日报》记者从黄岛分局了解到，张莉带领宝山派出所获得

2022年“雷霆行动、利剑护航”全分局第一，2022年禁种铲毒工作全区第

一，2022年全年工作均在分局名列前茅。张莉个人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两次，获青岛市“三八红旗手”、黄岛区劳动模范、青岛市文明市

民等荣誉称号。

　　

  图①② 张莉（左）到社区走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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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两年驻村蹚出四条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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