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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通讯员洪
莹莹）近期，南安柳城街道创新接访模式“五
步法”，通过引导分流、对接移交、多元化解、
限时调解和结果反馈，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
心坎上。今年来，街道联合调解中心共参与
接待初信初访78件，其中经调解息诉息访
75件，调解后未发生反弹情况。

据介绍，对适用调解处理的信访纠纷，
调解员会向信访人阐明人民调解的优势，引
导信访人选择人民调解化解纠纷，经其同
意，立即启动联合调解程序，现场调解信访
矛盾；对不适合人民调解的事项，视情分流
至街道信访办或有关部门、村（社区）办理，
根据需要联合调解中心协助进行化解；坚持
协作联动，整合司法所、信访办、人民调解组
织等资源，加强各单位、各部门间的沟通交
流，对可能激化升级的矛盾，以专报形式直
接向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汇报，争取支持；普
通矛盾纠纷事项调解案件一般在15日内完
成，疑难复杂的在30日内完成。在规定的时
限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联调中心终止调解
并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调解
结束后，联调中心及时将调处结果反馈至信
访办。信访办、联调中心分别按照各自要求
建立工作资料台账，并做到资料共享。

南安柳城街道：
创新接访模式“五步法”

“宗亲帮帮团”：社区治理的“调色盘”

“明年我打算申请进行地下管网改
造，你们要帮我（做居民工作）哦！”风风火
火赶到会议室，丰泽区泉秀街道华丰社区
党委书记、主任叶碧红一坐下就对何丽
珠、陈丽珍说道。

何、陈两位大姐，是华丰社区“宗亲帮
帮团”的成员。多年来，“宗亲帮帮团”活跃
在社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帮
忙调解居民纠纷，热心社区公益事业，协
助社区管理，将社区中的多元文化和个体
差异融合成一幅和谐的画卷，俨然社区治
理中的“调色盘”。□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许钹钹 王耿华 通讯员 周碧锦 文/图

“晚上光线不好，骑车要小心一点。”
这几天晚饭后，69岁的何丽珠都会到福
瑞新村小区大门口看看，不时叮嘱进进出
出的街坊邻里。

门口的灯福街正在进行路面拓宽改
造，此前，因拓宽改造需要砍掉9棵树，部
分居民对此持不同意见。社区网格员黄俊
楠告诉记者，正是“宗亲帮帮团”的成员们
帮忙说服了大家后，才上报部门获批的。
何丽珠说，改造前的灯福街，路面大约只
能容一辆小车开过，每当有车辆交会时都
特别麻烦，更重要的是，小区业主进出时，
视线受阻，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他们将
这些问题一一说清，大家便不再反对，路
面拓宽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福瑞新村是早年的安置小区，由几
幢安置楼和商品楼组成，何丽珠和陈丽
珍1998年搬入小区后，一直居住至今。

“从村民到居民，小区住户的意识和习惯
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叶碧红坦言，村民
搬进小区，一开始仍不可避免维持着原
本乡村治理的方式，宗亲在其中起到重
要作用。每当小区有重要事务时，宗亲代
表便会出面协调。久而久之，福瑞新村自
然而然形成了“宗亲帮帮团”。2020 年
底，社区拟引入物业对小区进行管理时，
也是“宗亲帮帮团”积极参与动员居民，

“货比三家”对比物业公司，最终选出了
进驻服务的物业公司。

2020年开始，历经几年的老旧小区
改造，又有专业的物业管理，福瑞新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7岁的陈丽珍很
是感慨，以前，车随便停，垃圾到处扔，小
区的角落里荒草丛生，草丛里满是杂物
和蚊子，没有人愿意靠近。如今，小区新
增了停车位，电动自行车安装了充电桩，
污水管管网已经改造，还装上了不少监
控，荒地也变成了健身小公园。今年年
初，小区还加入了社区的“拆墙并院”，连
片整合，统一大物业管理，“比以前好了
不止一百倍。”

社区管理的“帮手”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苏凯芳 通讯员
王芳）为共同探讨桥梁智能建造与运维
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12月7日，
由福建理工大学、泉州交通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桥梁工程与技术网共同主
办的“第二届全国桥梁智能建造与运维
创新大会”在泉州召开。会上先后为泉州
桥梁文化展示馆，以及福建理工大学与
泉州交发集团权属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共建的科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揭牌。

本次大会以“低碳、创新、发展”为
主题，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长江学者及行业资深专家
等30多人做学术报告交流，同时安排与
会人员前往集团权属福建第一公路集团

承建的政永高速公路德化段、建设的泉
州桥梁文化展示馆，以及泉州路桥集团
代建的金屿大桥3个现场观摩交流。

泉州交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洪冬
青诚邀各位专家学者、代表们多提宝贵的
意见，集团必将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
广纳真知灼见、广聚学术资源、广交学术
人才，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不断深化
提炼、总结智能桥梁领域创新成果，全面
推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智慧化发展，
奋力开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努力让城市因交通而生动、让交通为城
市添活力。

据悉，泉州桥梁文化展示馆位于泉州
台商投资区福建第一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闽路大厦1楼，总用地面积约2200

平方米，其中室内展示区约 1020 平方
米，室外中庭面积约 1180 平方米。展示
馆的主题为“桥见古今 梦筑未来”，馆内
包含序厅、4个主题部分（共9单元）及结
束语。主要讲述泉州桥梁深厚的文化底
蕴，古有洛阳桥、安平桥和顺济桥遗址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今有后渚大桥、泉州
晋江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等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的新成就。展示馆记录了
泉州桥梁从古至今精湛技艺的演进历
程，彰显了古今桥梁建造者的卓越智慧
与工匠精神。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泉州交发集团，近
年来积极投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
在公路桥梁、国省干线、园区开发建设等
领域持续发力，积累丰富的经验技术，先

后参与投资建设后渚大桥、泉州晋江大
桥、泉州湾跨海大桥等一批省、市重点项
目，推动泉州从滨江城市快速迈向环湾
城市。其中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建
成通车，将跨海大桥时速由 200公里提
升至 350 公里，开启了世界高铁桥梁跨
海新时代，为泉州环湾经济带发展插上
腾飞翅膀。

第二届全国桥梁智能建造与运维创新大会在泉州召开

泉州桥梁文化展示馆正式揭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叶鹏凤）近年来，洛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时
代的检察规范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致力
于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深入开展，确保履
职“不失位”“不越位”。

强化刑罚、强制措施执行监督。刑事司
法的功能能否实现，执行环节至关重要。
为确保刑罚交付执行活动依法及时执行，
该院不断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司法局
沟通协调，以信息共享形成合力，以日常
监督促进执行到位。强化对暂予监外执
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活动的同步监
督，针对刑事执行监督发现的普遍性倾向
性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被监督单位
及时整改。

规范监外执行监督。充分发挥检察监督
职能，加大监督力度，注重监督实效。不定
期深入辖区各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日常监
督工作，规范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对在监督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或发检察
建议，将监督模式由“软监督”向“硬监督”
转变，有效推动社区矫正活动依法有序地
开展。

深化财产刑执行监督。财产刑执行监督
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一项难点，该院高度
重视财产刑执行问题，不断加大核查和监督
力度。通过调阅刑事判决卷宗、执行卷宗及
相关票据，对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违
法所得等情况逐案认真核查登记，建立财产
刑执行档案，实现“一人一档”。全方位监督
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的立案、执行、终结、上
缴、财产处置等环节，切实加大涉罪财产刑
执行的监督力度。

聚焦主责主业
规范刑事执行监督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杨泳 陈灵 通讯
员苏壮培）近日，南安市罗东镇罗东村下洋
一民宅凌晨惊现蛇踪，梅山消防救援站接警
后，迅速派人奔赴现场进行处置。

当天 0时左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
场。据报警人回忆，当时其睡觉前到杂物间
关灯时，不经意间瞥见角落有异样，仔细一
看吓得瞬间清醒，竟是一条银环蛇，惊恐之
余立即报警求助。

在报警人的指引下，消防救援人员经过
仔细搜索，在杂物间角落锁定了一条长约
50厘米的银环蛇。一名队员手持捕蛇器，快
速精准地夹住蛇头，成功控制住毒蛇的行
动；另一名队员迅速展开编织袋，将已被控
制的蛇稳稳装入袋中，并扎紧袋口，整个过
程一气呵成。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蛇带至
野外放生。

消防提醒：居民一旦发现家里有蛇类活
动，切勿慌张，更不要自行抓捕，应立即联系
公安、消防等部门寻求帮助，等待专业人士
进行处置。万一被蛇咬伤，不要惊慌，看清蛇
的模样后，尽量细致地描述给急救人员，切
勿剧烈运动，并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或选
择就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银环蛇闯民宅
消防送回野外

刚唱完红歌，73岁的庄淑宝就和
何丽珠、陈丽珍一起加入周三上午的卫
生督导巡逻队。她们戴着红袖章、手持
垃圾夹，开始在社区巡逻，什么样的垃
圾都逃不过巡逻队的“火眼金睛”。

“从小区服务到社区。”黄俊楠笑着
说，“宗亲帮帮团”不仅人员“扩编”了，

“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庄淑宝是
2003 年在小区买的房，2006 年成为

“宗亲帮帮团”的一员，开始参与协助社

区管理。有一次，他们巡逻到金洲酒店
附近的一条道路上，因附近餐馆多，路
面上常常污水横流，又脏又臭。巡逻队
将情况反映到社区后，社区立刻同周边
商家交涉，要求做好门前“三包”工作，
同时张贴警示标语，增加保洁次数，现
在路面比以前干净多了。

华丰社区地处闹区，周边有车站、
学校、酒店、大型商超、企事业单位
等，而且还有不少老旧小区，人员复

杂，社区管理难度大。巡逻队在社区
里巡逻，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员都会上
前询问一番，避免了一些不法行为的
发生。同时，他们也是社区里的综治
义务宣传员和文明交通引导员，每逢
节假日，他们到各个楼道、居民家中，
指导做好治安防范工作。每天上下学
和上下班高峰时期，也总能在华丰社
区几个交通最为繁忙的路口看见他
们忙碌的身影。

环境提升的“助手”

庄淑宝还记得，之前社区有一户自
建房居民，在家附近放养了一些鸡鸭，
周围的居民意见很大。“宗亲帮帮团”便
组队上门劝阻，但第一趟除了对方的怒
气，没有任何收获。大家没有放弃，一趟
不行，就再去第二趟、第三趟。终于，对
方的态度越来越软化，最终点头同意，
等这批鸡鸭长大后，就不再养了，“她也
说话算话，现在已经不养了。”庄淑宝也
很开心。

“这个车位在我家楼下，就是归我用
的，我为什么不能喷上车号？”“这个车位
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自己的呢？”不
久前，卫生督导巡逻队在巡逻时，遇到车

主小吴和他楼下的邻居，两人正因为停
车位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老旧小区停
车难，福瑞新村的车位是属于居民共有
的，先到先得。小吴有时回家晚了，找不
到停车位，就得把车停到很远的地方。于
是，他想把楼下的车位喷上自己的车号，
但这引起了楼下邻居的不满。

督导队到场后，一下就拉开了双
方。之后，耐心细致地对双方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从邻里和睦的角度进行劝
导。很快，双方都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不应该为小事大动干戈。小吴也表
示要马上把喷好的车号去除，双方握手
言和。

“老人们年纪大，社会经验丰富，平
时与居民关系都处得很好，有他们参与
调解纠纷，总能让矛盾双方都有满意的
结果，是我们社区调解工作得力的助
手。”黄俊楠告诉记者，许多涉及征地安
置、环境保洁、邻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
都是在“宗亲帮帮团”的帮助协调下，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

化解纠纷的“能手”

““宗亲帮帮团宗亲帮帮团””商讨社区事务商讨社区事务

““宗亲帮帮团宗亲帮帮团””组成卫生督导巡逻队组成卫生督导巡逻队

““宗亲帮帮团宗亲帮帮团””积极参与小区治理积极参与小区治理，，推动了居住环境改善提升推动了居住环境改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