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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联合调

解中心的木门“吱呀”一声推开，75 岁的陈立

昌端着两杯茶稳稳地坐下。他的桌前时刻都

放着一个茶杯，25 年的调解经验此刻都沉淀

在他独创的“茶碗密码”里：杯口朝外推三分，

是“冷静”的暗号；茶汤分三次续满，暗合“事

不过三”的规劝。这套藏在茶雾里的调解哲

学，早已融入他 25年“解扣人生”的肌理。

调解不是冰冷的对错判决

2001 年，51 岁的陈立昌带着 15 年民事

法庭陪审员的履历，被居民推选为百步亭社

区居委会主任。这些年，1760 余起纠纷在他

手中化解，成功率 99%，群众满意率更是达

到了 100%。调解室墙上，泛黄的人民调解

法海报与案头翻卷的《民法典实务手册》相

映成趣。

2024 年 3 月，九楼一户人家的羽绒被被

高空烟头烫穿，楼上 6 户居民集体“甩锅”。

他带着法官逐户走访，用监控画面做“排除

法”，“你们看看楼下晾的儿童衣服——要是

烟头落下来……”话没说完，楼上一户人家的

眼 神 软 了 下 来 。 索 赔 的 住 户 也 主 动 降 价

2000 元：“陈爹爹让我知道，百步亭的楼上楼

下，不是冷冰冰的门牌号。”

农民工老王被工地流浪狗咬伤那次，陈

立昌在寒冷的夜里蹲守 3 天，发现狗是工地

员工投喂的证据后，没急着甩法条，而是给项

目经理算了笔“两本账”：“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四十九条说‘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

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您想啊，工人知道

您连流浪狗都管，干活是不是更踏实？要是

传出去您的工地‘养恶犬’，下次招工……”项

目经理最终不仅赔了 4600元，还往老王手里

塞了箱牛奶：“陈师傅的理，暖人。”

“调解不是和稀泥，是把情、理、法揉成面

团，捏出双方都能下嘴的馒头。”陈立昌的“四

心四情三步曲”，藏在每个细节里。2013 年，

辖区内一小学教师因怀疑课时费比同事少了

10 元，在争执中摔倒骨折。她认定对方故意

伤害，两次诉讼均因证据不足败诉，此后两年

间持续投诉，让学校与社区头疼不已。2015

年，陈立昌接手这起“烫手山芋”，花 5 个多

月剥洋葱般层层打开了这位老师的心结，当

对方在撤诉同意书上签字时眼眶泛红：“其实

我也知道证据不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

场耗时两年的纠纷画上了句号。陈立昌的工

作笔记里写着：“调解不是冰冷的对错判决，

是用人心焐热人心。”

小家稳了大家好

陈立昌的手机 24 小时不关机，清晨 5 点

准时响起老年人的“报平安”电话，深夜 11点

常披着外套去调解押金纠纷。居民说他是

“社区 110”，却不知他的“24 小时待机”源自

2003 年的一次遗憾：一对夫妻因拆迁款吵

架，他本想次日调解，当晚却传来摔盆声——

后来才知道，妻子摔的是结婚时的搪瓷盆。

“要是那晚我去了，或许能拦住那声响。”从此

他在调解室门把手刻下“忍”字，既是劝当事

人，也是警自己：有些矛盾，等不得。

在江岸区百步亭社区，陈立昌有个响当

当的“标签”——“妻管严”。这个称呼背后，

藏着一段相濡以沫的婚姻故事 。

作为社区首席人民调解员，陈立昌说

起妻子曹绍琴满是愧疚。两人同岁退休于

青山船厂，年轻时他忙于生产调度和供销

工作，父亲中风 7 年全靠妻子照料，两个女

儿出生时他都未能守在身边，剖腹产手术

甚 至 由 厂 领 导 代 签 字 。 妻 子 身 患 多 种 疾

病，先后经历 7 次手术，近年更因病情影响

情绪，陈立昌始终谦让着妻子，“她为这个

家扛了太多，我当出气筒让她消消气，家就

和睦了”。

在 陈 立 昌 眼 中 ，妻 子 是“ 刀 子 嘴 豆 腐

心”。他担任 9 年社区主任、书记，又辗转多

个居委会处理急难事务，早出晚归是常态，深

夜被电话叫走调解纠纷更是家常便饭，妻子

却从未抱怨半句。这份无声的支持，让他在

调解岗位上更有底气 ——“小家稳了，才能

安心帮大家解难题”。

从工厂到社区，从丈夫到调解员，陈立昌

用“谦让”书写着双重担当，成为爱与责任的

温暖注脚。

小事不出楼栋，矛盾不出社区

近年来，社区针对邻里纠纷的不同类

型，先后成立了“老陈调解工作室”“老书记

工作室”等特色调解室，每周三下午陈立昌

都会模拟调解课。他教徒弟小李观察：“当

事人抖腿是焦虑，频繁看表是有急事，这时

候递杯茶比问‘你到底想怎样’强。”小李记

得第一次独立调解停车位纠纷时紧张到忘

词，躲在隔壁的陈立昌发来微信：“先问孩子

几年级，上次运动会得了什么奖。”结果双方

聊起孩子升学，火气消了大半，主动说“让陈

爹爹的徒弟省点心”。

如今工作室墙上，新增的“90 后调解员

培训记录”与陈立昌的“中国好人”证书并列，

见证着基层治理的代际传承——就像他总说

的，“我这茶碗终会凉，但百步亭的调解室，时

刻得有热茶冒热气”。

暮色中，陈立昌走过社区的“同心亭”，路

灯依次亮起。墙上“小事不出楼栋，矛盾不出

社区”的标语在风中褪色，但老人的身影依然

挺拔。25 年里，他调解的纠纷摞起来有半人

高，获得的“中国好人”“武汉道德模范”证书

塞满抽屉，可他最珍视的，是居民们一句“有

困难找陈爹爹”。

“只要还能走、还能说，我就接着干。”老

人摩挲着调解室的门把手，那上面有他用指

甲刻下的“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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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1岁的陈立昌带着15年民事法庭陪审员的履历，被居民推选为百步亭社区居

委会主任。这些年，1760余起纠纷在他手中化解，成功率99%，群众满意率更是达到了100%。

本报记者 李丰 本报通讯员 许毅

“你看你小的时候，小脸圆嘟嘟的，长得

多可爱。”5 月 20 日，指着照片上的小男孩，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杨旺盛笑着对弟弟

杨旺成说道。高铁上，姐弟俩用侗语聊着天，

笑声不断，温馨满溢。

那张照片，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客

运段职工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拍摄的。那一

天，11 岁的杨旺盛和 6 岁的杨旺成身着侗族

盛装，坐在贵阳开往广州南的 D211次首发高

铁列车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奔向务

工在外的父母。如今，他们已从留守儿童成

长为追梦青年。

妈妈每次离开都在清晨

“那天，听说要坐高铁去看妈妈，弟弟那

几天特别乖，都没怎么哭。”5月 10日，榕江县

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中，姐姐杨旺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对弟弟杨旺成扮了个鬼脸，“只要带

你出门，我就没安全感……”

“安全感”三个字，狠狠地戳中了坐在身

旁的母亲杨英，她瞬间哽咽起来。10 年前，

她和丈夫不得已让儿女“留守”在家，这是她

外出务工 10 多年来最不愿意提及和面对的

情感缺憾。

杨英所在的宰荡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镇。这里山高谷

深，交通闭塞，人均耕地稀少。“那时候，光靠

种地真的养不活一家人……”杨英说。

到深圳务工，是杨英深思熟虑后的抉

择。异乡打拼的艰辛与思乡的孤独，统统在

“想给两个小孩最好的”信念面前显得微不足

道，成为支撑她“好好挣钱”的最大动力。

而姐弟俩的童年，也充满了隐忍、怯弱和

孤独。杨旺盛记得，那时母亲需要辗转几次

到隔壁县城乘坐绿皮火车外出打工。而妈妈

每次离开都是在清晨悄悄走掉，有一次，姐弟

俩在电视机背后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要照顾好弟弟”，还包着 100 元钱。对姐弟

俩来说，妈妈上了火车之后，更像是“熟悉的

陌生人”，而那时只有年底，才能知道母亲的

情况。

杨旺盛兄妹命运改变，得益于贵州开通

高铁。

2014 年，贵州省开通贵广高铁，标志着

该省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这趟线路一头

连着劳动力输出大省贵州，一头连着经济大

省广东，而榕江，也因此成为了广东大湾区入

黔第一城，贵州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

头堡”。

学习动力来自高铁之旅

杨英的感触特别清晰，县人社部门帮助她

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张高铁票，当时上了车之

后，许多记者来到她的车厢，无意识中，“咔咔”

一声，她和孩子的照片就这样留存了下来。

10 年再回首，杨英回家的路近了，用时

短了，母子团聚的次数从高铁开通前的每年

1 次增加到了 3 次。从那时起，只要有时间，

杨英都会利用节假日返回贵州看望两个孩

子，“一想到回家的花费从 2000 多元变成了

五六百元，我就特别想回家来。”杨英说。

姐弟俩是村里的“读书好苗子”，被全村

寄予厚望。两姐弟告诉记者，自己努力学习

的动力一部分源自 10 年前那次高铁首发之

旅。“走出大山看大海”的经历不仅让他们感

受到高铁的速度与便捷，大都市的喧嚣繁华，

更承载了山里娃对亲情团聚的渴望。“我忘不

掉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大海的样子，我忘不

掉广州对务工者的包容，这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杨旺成说。

如今，宰荡村有 390人在外务工，年均收

入大幅度提升。杨英表示，再辛苦几年，就不

再离乡。而两姐弟也对记者表示，将来一定

会回家乡工作。

高铁带来更多活力

如今，在高铁“同城效应”的助力下，榕江

高铁站外的蔬菜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菜篮子”。外地游客及“创客”蜂拥而至，回流

的乡亲也越来越多，互联网经济越来越旺。

杨旺成特别希望毕业后打一次“村 BA”，让有

仪式感的乡村赛事成为自己成人礼的纪念。

现在，姐姐杨旺盛已是一名大学生。这

些年，榕江县有许多大学生，嗅到高铁带来的

商机，他们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

“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我也很想用新媒体手段来实现家乡的乡

村振兴。”采访中，杨旺盛告诉记者，她脑海中

久久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传说、图腾与大歌。

在高铁引擎的驱动下，榕江目前有 40余

家新媒体公司，直播带货团队已达 2200 余

个，杨旺盛觉着家乡的电子商务前景可观。

实习期间，她曾到侗布研究所学拍短视频，也

到过深圳大厂“打螺丝”，体验管理的规范及

作业的严谨。她希望学以致用，毕业后尽快

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中，助力这片古老村寨焕

发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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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云端大数据
为基层社区减负

舒年

随着上海市在全市推广应用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社

区云”，目前该市已经有 6700余个居村委进驻“社区云”，

去年全年累计减少约 24%的重复走访工作，节省约 418万

个基层工时，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大数据正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

运用好大数据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前提，是有数量充足

且能反馈基层真实状况的数据。事实上，一些部门在数

据收集过程中，往往采用的是向基层要数据、向社区要报

表的形式，不同部门的数据诉求集中在基层社区，使得基

层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耗费相当大的时间用于收集数

据、填写表格、上传系统等工作。而在这一过程中，难免

有很多数据信息是重复的，不同部门往往还有不同的数

据填报系统，使得社区工作人员在数据采集、填写、上传

过程中也存在重复劳动的现象。重复采、采重复、流程

多、难共享，社区工作人员有意见，被频繁采集数据的群

众也有意见。

正因如此，上海通过“社区云”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数

据填报，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数据采集本就应当一

次走访、一次采集、一次认证，用于多方应用。在这一数

据共享的过程中，不仅基层社区减了负，相关部门工作流

程也能够优化与创新，数据质量也提升了。

重复的数据采集流程优化了，云端大数据的使用也

要优化，变“向基层要数据”为“让基层用数据、用好数

据”，对于大数据这一治理工具既要管好也要用好。基层

社区虽小，但涉及到的数据却千千万万，相关部门要通过

构建数据模型，有针对性地调动和利用数据，让数据“活

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基层社区的治理和服务往往需

要多个部门提供数据支持，如何通过云端，为基层社区提

供精准化、可视化、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并基于大数据打

造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数字化工具和

智能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界定使用权限，确保数据安

全，值得各地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白塔下放歌迎“六一”

山沟欢腾赛牦牛
5月29日，农牧民群众在赛牦牛比赛前，牵着牦牛熟悉赛

道。当日，拉萨市达孜区举办2025年首届赛牦牛比赛，132头
体格健硕的牦牛在骑手驾驭下，在达孜区德庆镇桑珠林村的
山沟里竞速争先，吸引众多农牧民群众前来观看。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
帮助家长科学选购学生用品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到来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帮

助家长和学生科学选购学生用品，放心使用。

学生用品主要分为九大类：书写类、记录

类、收纳类、美术类、涂改类、切削类、绘图类、

胶粘类、装订类。

市场监管总局提示，家长在为儿童选购

学生用品时，针对不同类别，需特别关注以下

风险点。

笔要关注笔套尺寸及笔套顶部孔洞。笔

套尺寸过小或笔套空气流量不足，学生在使

用中可能因误吞笔套导致窒息风险。

课业簿册要关注簿册白度及边缘的锋利

程度。过白的簿册可能含有荧光增白剂，易

对眼睛造成损害；簿册页面可能存在危险锐

利边缘、铁钉或线圈末端，使用过程中可能会

划伤、刺伤学生皮肤。

橡皮擦及其他文具的软胶要关注软硬程

度。过软可能含有超标的增塑剂，长期接触

存在健康风险。

文具剪刀、尺子要关注尖端或边缘的锋

利程度。顶端如果存在锐利尖端，易刺伤皮

肤；金属或塑胶边缘如果含有毛刺或为危险

的锐利边缘，易划伤皮肤。

修正液、修正带、修正贴、修正笔要关注

化学物质。不合格的修正制品中可能存在

苯、氯代烃等有害化学物质。

固体胶、胶水要关注化学物质。不合格

的胶粘制品中可能存在甲醛、总挥发性有机

物等有害化学物质，其中甲醛是一种无色的

强烈刺激性气体，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

致癌和致畸形物质。

科技力量洞穿福宜高速施工“硬骨头”
本报讯 （记者刘静 通讯员杨阳 孟凡鑫）在云南省东南

部层峦叠嶂的群山深处，昆明（福德立交）－宜良高速公路（昆

石复线）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与岩层碎裂声交织。这条由中

国铁建昆仑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工程，承载着云南省县域高

速公路“能通全通”“互联互通”的战略使命，而由中国十五

局承建的福宜高速公路梁王山隧道，堪称横亘在建设者面前

的“硬骨头”。每一寸掘进都镌刻着建设者们的心血。

梁王山隧道位于昆明市呈贡区与玉溪市阳宗镇交界处，

隧道洞身施工区域的围岩完整性差，自稳能力不足，施工过程

中需穿越 7 条断层破碎带，给现场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项

目迅速组建起一支由技术骨干、科研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以

科技创新为刃，向施工难题发起全面攻坚。

该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连接昆明与呈贡、石林的快速

通道，有效分流昆明至石林的交通压力，消除昆石高速的拥堵

现象，打通滇东、滇东南方向的经济走廊带。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国家标准 6月 1日实施
本报讯 （记者蒋菡）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徽》（GB/T 45419—2025）国家标准将于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将为生产企业提供明确生产依

据，对于进一步维护队徽严肃性和少先队组织形象具有

重要作用。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由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

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上述标准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批准发布，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会同相关单位

编制。其对队徽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队徽的外观、

尺寸及允许偏差、颜色、漆膜性能、佩戴用队徽有害物质限

量、悬挂用队徽徽体强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指标。

近年来，为加强少先队标志的规范使用和管理保护，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中国

少年先锋队红领巾、队旗、队徽、队委（队长）标志和队歌

使用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规范

和保护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并从产品技术要求方面制定

标准。此前，新版《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
2022）已于 2022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旗》国家标准（GB/T 43600—2023）已于 2023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

5月29日，少先队员们在北海公园进行合唱表演。
当日，第三届“让我们荡起双桨”首都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北京

北海公园举办。来自北京市10支少年合唱团的少先队员们在白塔下放歌，庆祝即将到来的
儿童节。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小学生科技社团展示、红领巾志愿者宣讲等活动，展现新时代少
年儿童精神风貌。活动由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主办。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