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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赵艳君
本报通讯员 刘力 杨凤苗

“黄线一划，心结就解了！”5月15日晚
7时许，开发区东城街道单光屯社区久和
夜市上，售卖鲜奶与饰品的两个摊位中
间，一条黄色的分界线分外醒目。黄线两
侧的两位摊主相视一笑，随即各自忙着招
呼摊位前的顾客。然而，很多人并不知
道，十几天前，这对“老邻居”还因摊位占
位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4月28日晚，久和夜市上，正在摆摊的
王女士与李女士因摊位占位问题爆发激
烈争吵。为避免冲突激化，正在夜市巡查
的社区志愿服务队队员杨福国，第一时间
将当事人带至社区“单（善）听睦调”议事
厅。

首次调解中，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耐心
劝解下，双方同意暂停经营等待处理。然
而，在收拾货品时，两人再次爆发冲突。

“面对反复激化的矛盾，我们迅速启
动‘单（善）听睦调·有事来聊’议事协商机
制，也就是‘1+7+N’议事协商机制。其
中，‘1’指社区党组织牵头，‘7’指以执法、
规划、热线等 7 个议事常驻部门为核心，

‘N’涵盖楼栋长、热心居民、物业代表、法

律顾问等多方共治力量。”单光屯社区党
委书记陈长胜介绍，该机制明确社区党委
统筹调度，要求片区民警10分钟内抵达现
场稳控局势，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
20分钟内完成集结，及时开展新一轮调解
工作。

调解过程中，辖区派出所民警采用
“物理隔离+法理教育”的方式，将冲突双
方分隔并耐心劝导。随后，单光屯社区工
作人员联合执法部门通过调取监控、走访
周边摊主，迅速锁定争议焦点。最后，通
过“背对背倾听”充分采集双方诉求，以

“面对面协商”的方式制定解决方案，成功
促成双方在布局图纸上签署“以线为界”
的经营协议。

“后来，社区工作人员手持喷枪绘制
的一条分界线，让这场纠纷圆满化解。‘三
尺黄线’不仅划清了摊位边界，更划出了
社区治理的温度。”陈长胜表示，依托“单
（善）听睦调·有事来聊”议事协商机制，单
光屯社区今年已实现 98.2%的民生诉求

“当日接哨、三日办结”，累计解决夜市经
营、物业服务等纠纷63件，商户矛盾化解
满意率达100%。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在夜市，我们首先划定公交站牌周

边5米范围为禁止摆摊区域，确保居民出
行通道畅通；其次，根据商户经营面积实
施分级管理，避免‘大摊挤小摊’现象；将
摊位分界线纳入社区治理数据库建立档
案，并结合日常巡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陈长胜介绍，时下，单光屯社区正以此次
纠纷为切入点，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调解
向主动服务转变，通过系统性整治实现源
头管理。

“三尺黄线”解心结

一条黄线，化解的不只是邻里间的
摊位之争，更勾勒出基层治理的创新路
径。开发区东城街道单光屯社区用“物
理隔离”与“议事协商”双管齐下，将冲
突双方从剑拔弩张引向握手言和，看似
简单的“划界”动作，实则是基层治理精
细化、人性化的生动实践。

“单（善）听睦调・有事来聊”机制
的高效运转，打破了传统纠纷调解“单
兵作战”的局限。“1+7+N”议事模式聚
合多部门资源与群众力量，让问题从发
现到解决实现“全链条响应”。民警快
速稳控、执法部门协同调查、群众代表

参与协商，既彰显法治刚性，又不失人
情温度，最终促成“以线为界”的共赢方
案，让矛盾化解于萌芽。

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区并未止步
于“就事论事”。从划定禁摆区域、实施
分级管理，到建立治理数据库，单光屯
社区以纠纷为契机，推动治理模式从

“被动救火”向“主动预防”转变。这启
示我们，基层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解决
问题，更在于构建长效机制，将零散经
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治理智慧。“三尺黄
线”丈量的不仅是摊位边界，更是基层
治理者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划”出基层治理新范式

编后

本报讯（记者 张洁）记者近日从聊城市新华书店获悉，5月25
日，作家马伯庸将携“见微”系列之《长安的荔枝》和《太白金星有点
烦》做客聊城大学，与学子分享创作灵感与作品背后的故事。

马伯庸是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及茅盾新人奖得主，他的作
品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不乏严谨厚重的史料佐证。他以独特
的文风和犀利的洞察力，屡屡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与共鸣。代表作
有《长安的荔枝》《大医》《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
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

所谓“见微”，即“见微知著”。在马伯庸看来，那些隐藏在“大”
历史宏大叙事背后的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小”事件，更加生动，也
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见微”系列的两本书之一《长安的荔枝》是从
家喻户晓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取材。在没有
冷链运输的唐朝，如何把三天就变质的岭南鲜荔枝，跨越五千多里
送到长安？大唐小吏李善德就接到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本书沿袭马伯庸写作一贯以来的时空紧张感，随书附赠的“荔
枝鲜转运舆图”，让读者瞬间穿越回大唐，亲手规划这场惊心动魄的
物流大戏。《太白金星有点烦》则延续了马伯庸一贯以异世写此世的
笔调，在经典著作《西游记》故事框架的基础上，以太白金星的视角
写了一个“西天取经”项目管理的故事，让读者在捧腹大笑的同时，
领悟职场智慧。

这次来到聊城大学，马伯庸将围绕这两本书展开一场关于历史
与人性的深度对话。活动将于25日19:00在聊城大学湖畔书苑一楼
大厅举行。

作家马伯庸将携“见微”系列
做客聊城

本报讯（记者 刘晓伟 通讯员 方佳伟）5月15日，东昌府区农
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联合聊城蓝天救援队，对徒骇河部分水
域开展专项清理行动，全力维护水域生态平衡，推动渔业资源可持续
发展。

行动当日，执法人员与蓝天救援队队员分组登上执法船艇，在徒
骇河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巡查。河道内，违规设置的拦河网、地笼
等渔具逐一被排查发现，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拆除、清理。据了解，这
些违规渔具不仅会阻碍河道行洪，更对鱼类产卵、洄游造成严重影
响，是破坏水域生态平衡的“元凶”。此次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共清理
拦河网、地笼等违规渔具400余米，有力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执法
行动进行的同时，宣传教育也同步展开。执法人员在现场向周边群
众耐心讲解渔业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深入普及非法捕捞的危害，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水域生态环境。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辖区水域的巡查力度，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东昌府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负
责人表示。

东昌府区

开展徒骇河水域专项清理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5月16日，记者从冠县了解到，该县构
建“科技+精准+协同”三位一体助残体系，通过科技赋能、精准施策、
社会协同，走出了一条县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冠县将“科技助残”精准康复救助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
手，推动助残科技成果与残疾人实际需求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红利
加速惠及残疾人群体。同时，积极开展社会化助残关爱服务行动，全
方位提升残疾人服务体验。

“我们致力于打造‘政府用心、机构全心、社会同心、家庭放心、残
疾人安心’的服务闭环。”冠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四级调
研员代占峰介绍，通过建立需求清单与资源供给精准对接机制，冠县
残疾人服务工作成效显著。目前，全县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达98%，辅助器具适配率提升至95%，切实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冠县

构建“三位一体”助残体系

■ 口述：蔡恩坤
整理：本报记者 陈霞 娄小皓

我叫蔡恩坤，1950年9月生人，今年
75 岁，莘县张鲁回族镇韩庄村人。从
1985年起，我担任马本斋烈士陵园管理
员，一干就是四十年。

（一）

我与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原回民支
队司令员马本斋有着天然的联系。我
们张鲁回族镇，是回民支队战斗生活的
主要区域，马本斋的妻儿曾在我们韩庄
村住过两年多，马本斋牺牲后，其遗体
按照他的遗嘱安葬在张鲁，我是听着马
本斋烈士的故事长大的。小时候，一些
年纪大的村民经常跟我们讲马本斋是
如何背着大刀打日本鬼子的。每次听
到那些故事，我的心里都很激动，对马
本斋烈士非常崇拜和敬仰。

1969 年，19 岁的我参了军，在辽宁
锦州待了4年。服役期间，一次在马厩
帮忙喂马时不幸被机器伤到，左前臂被
齐肘切断，1973年1月我因伤残退役返
回了家乡。

刚回村时，我在村委会工作，由于

身有残疾，需经常到县民政局办事。
1983 年 ，一 次 到 县 民 政 局 办 事 时 ，
听 说 县 里 计 划 在 我 们 张 鲁 镇 建 一
个 马 本 斋 的 烈 士 陵 园 ，一 个 想法油
然而生——我要去给马司令守护陵
园。当时县里觉得我才35岁，干这个活
太单调枯燥，怕我待不住，我就跟县里
承诺：“既然答应了，就一定得守好！”

也可能是我的这句话打动了民政局
的同志，1985年11月1日那一天，马本斋烈
士陵园正式落成，我接过了陵园的钥匙。

在最初的12年里，我就住在陵园大
门里边的小屋里。小屋一边一个，一共
十六七个平方。每天早晨，我醒后第一
件事就是围着陵园转一圈，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丁点变化都逃不出我的眼睛，
我得为陵园的安全负责啊。然后就是
打扫卫生、擦拭墓碑、修整树木……别
说刮风下雨，就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
也不例外，每年光扫帚我就得用坏好几
把。虽然我只有一只手，干啥都不方
便，刚开始连扫帚都拿不住，每次打扫
完陵园都会弄得浑身是土，累得站都站
不稳，但既然咱有承诺，苦点儿累点儿心
里也舒坦。

你别看现在这陵园里有树有花的，

挺规整的，初建时这里啥也没有，两边
还都是麦子地。陵园建成第二年的植
树节，县领导带人来这里种树，我和他
们一起种下了这些杨树和柏树。

那年大旱，树坑里挖出来的都是“冒
烟”的干土，陵园不通水电，机井也少，我
白天忙完地里的农活，晚上就喊上五六
个村民过来帮忙，有看机井的，有挖排水
沟的，忙了好久，才把机井里的水引到陵
园门口。就这样浇了好长一段时间，眼
看着树苗活了，我这颗提着的心才放下
来。

这些树就像是我的老伙计一样，亲
得不得了。不信你数数，这一圈下来，
除去几年里刨掉的，现在整个陵园有31
棵杨树、44 棵柏树。哪棵树长什么样，
哪年栽的，闭着眼我都能说个一二。它
们都是我看着长起来的，假如有一天我
不在了，这些树还可以陪着马司令。

（二）

在陵园的几十年里，我的思想有很
大变化。刚来时，说白了，心里无非就
是对英雄的缅怀和敬仰吧，但之后发生
的几个事情，让我非常触动，让我觉得
肩上的责任和担子很重很重。

记得那是1986年或者1987年的时
候，有一天陵园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
车上下来了三四个人。一开始我也没
多想，寻思可能就是来参观的普通人，
没想到这些人一到马司令墓前就跪地
大哭，对着塑像磕头，拉都拉不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为首的人是马本斋的警
卫连连长高翔，马司令去世时他曾在这
里守丧。当时看到那一幕，我心里真的
是非常感动，也很难受，就跟着掉泪。
高翔走时拉着我的手怎么也不撒开，一
个劲地给我说，“我把老首长交给你
了。”我告诉他，“放心吧，我答应的事，
就要做到闭眼那天。”当时说完这句话，
我们两人又都哭了。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的感觉和刚来
时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又有几位原回民支队的老
战士和他们的后人从新疆来陵园祭拜
马司令，他们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看到这些老战士，听着他们对我的嘱
托和那些感谢的话，我感觉自己干的
这个活不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
寄托着很多人的期望，寄托了他们对
马本斋司令的思念和崇敬之情。

（下转第5版）

从青春到白发，从守护到传承，一生的坚守缘于那份责任和感情，听马本斋烈士陵园管理员蔡恩坤讲述——

独臂守英烈 一诺四十年

5月15日，市民在东昌湖畔合奏古筝。近年来，我市积极拓展文旅营销新路径，构建“两河之约”文旅品牌，以文化人，以文惠民，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重现光彩。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摒弃陈规陋习，做婚俗新风的倡导者。”近期，我市发布“深化移
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倡议书，倡导人们摒弃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
争做文明风尚的引领者。

彩礼本是传统婚姻礼仪的一部分，承载着对婚姻的美好祝福，其
存在本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彩礼逐渐背离“礼”
的本质，甚至出现“天价化”现象，给众多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衍
生出婚姻矛盾、人情攀比等社会问题。为破解这一困境，中央近年来
持续加大高额彩礼治理力度，各地也积极探索符合地域实际的破解
路径。

近日，我市两对新人迎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们不约而同选择
了用公交车当婚车这一绿色低碳又不失温馨浪漫的接亲形式，成为
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种做法，值得称道。

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
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移风易俗，移的是歪风、易的是陋俗，这并非
一朝一夕之功，需持之以恒发力。要坚持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
成风化俗，久久为功，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

治理这一问题不能单兵突进，而需要多部门协同、多措并举、全
方位推进。党员、干部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部门也要精准施策、
顺势引导。有了党员、干部等“关键少数”的引领，还需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参与。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彩礼重归礼仪范畴，惟其如此，
家庭才能幸福美满，社会也将更加和谐有序。

文明婚俗 为爱减负
■ 张目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