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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为弘
扬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丰富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共享文化繁荣成果，近日，
铁西区地直街道爱民社区邀请四平
艺术剧院，在辖区内举办文艺演出。

演出在《五星红旗》歌声中拉开
帷幕，舞蹈、二人转、男女对唱……四
平艺术剧院演员们怀着喜悦的心情，
为居民献上一场内容丰富的精彩节

目，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受
到了现场居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大家纷纷表示，节目很精彩，接地气，
演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爱民社区通过开展“送文化下社
区”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
生活，满足居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同时使基层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艺演出走进社区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11 月 5 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在湖北武汉开幕。此次
大会主题为“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并将审议通过《2025 后全球
湿地保护发展战略框架》。保护修复
湿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世界瞩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
中国力量。

从“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
人，在水之湄”的“湄”，到“朝搴阰之木
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的“洲”，千百年
来，湿地向来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存
乎文人墨客的诗词绝唱中。但今天，
湿地对于人类的现实意义显然不止于
文学想象，人类对于湿地的认识也早

已超出文学表达的范畴。作为全球三
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被喻为“地球
之肾”，承担着涵养水源、蓄洪防旱、保
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储碳固碳等多重作
用，关乎人们的生产生活。但由于湿
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湿地面临退化和被破坏的境
地。在这一现实情况下，湿地保护成
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命题。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我国一
直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不俗成绩。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对湿地
资源的保护经历了从完善各类保护政
策，到开展抢救性保护，再到全面推进
保护的过程。2022 年是我国加入《湿
地公约》30周年，也是《湿地保护法》的
实施之年，标志着我国湿地生态保护
进入了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数
据显示，我国目前湿地面积达到 5635
万公顷，拥有901个国家湿地公园、600

多个湿地自然保护区、13 个国际湿地
城市，全国湿地保护率达 52.65%。环
顾寰宇，中国正以全球4%的湿地满足
全球20%的人口对湿地生产、生活及文
化等的多样化需求，正在为全球湿地
保护作出中国贡献。

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画卷里，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
背景下，湿地保护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对此，一方面要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湿地保护。作为我
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湿地保
护法》实际上是将湿地视作单独生态
系统进行保护，确保湿地保护有法可
依。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理顺管理
体制机制。例如，作为湿地资源主管
部门的林草部门要牵好头，而自然资
源、水利和生态环境等部门则应在各
自的职权范围内承担保护修复等相关
职能，落实好湿地保护的权责规定。

另一方面，探索因地制宜的可持
续性范式。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
用，平衡好“护”与“用”，方可维持湿地
保护的可持续性。不论是依山而建、
绵延如带的贵州加榜梯田人工湿地，
还是湖光水色、益鸟争鸣的广州海珠
国家湿地公园，都是湿地合理利用的
有益尝试。以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为例，利用天然的城市内湖、河涌湿地
以及半自然果林打造而成，在调节城
市布局、创建城区生态空间的同时为
多种生物提供幽栖之地，促使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贡献了城市湿地保护的
可行方案。

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湿地在供养文明的同时也需要文明反
哺，但保护湿地既非一隅一域之事，也
非一时一事之功。说到底，还是要让
各项举措落地落实，行久行远。

（庹亚男）

湿地荫护我们 我们保护湿地

广场舞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之一，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能使人心情愉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是在铁西区英雄广场，大家跟着音乐节奏扭
腰、摆手、摇头，动作整齐划一，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全媒体记者 孙莹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鸿）近
日，由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
题资助项目——二人转《豆腐坊》在
基层展演获得圆满成功。该剧用贴
近生活的故事语汇、感人肺腑的故事
情节，演绎了一位母亲劝儿向善、引
儿知返、教儿务实的心路历程，彰显
了母爱的伟大和人生的真谛。

“追星赶月推磨杆，贪黑起早转
磨盘。十里八村儿沿街走，春夏秋冬
一肩担。”二人转《豆腐坊》不仅弘扬
伟大母爱、展现真善美，更让“小小一
间豆腐坊，母爱深深永流传！”台上深
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该剧以动人

的剧情、演员深情的表演获得了观众
的一致好评。

项目负责人、主演赵丹丹作为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曲艺
牡丹奖获得者、梨树二人转第八代代
表性传承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着力将二人转《豆
腐坊》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服务基层、服
务农民中鼓舞人、引导人、感召人，不
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
百姓奉献一场场回味悠长的“文化大
餐”。

坚持创作导向 打造精品力作
梨树二人转《豆腐坊》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鸿）冬季
来临，为了全方位体现工商银行工银
驿站“服务初心，人民称心”的服务理
念，中国工商银行四平分行站前支行
为特殊客户群体送去御寒物资，彰显
了工行的社会担当，让百姓体验到了
工行服务的温度。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各社
区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的机关干部
和志愿者们在零度左右的天气里，起
早为广大小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四平站前支行派出多组送温暖
小分队，由行长带队走进小区、小岗
亭的核酸检测点，为辛苦在一线的防
疫工作者们送去热贴、面包、热茶等
贴心的慰问品。

温馨的港湾，幸福的驿站。在为
特殊群体送温暖的活动中，站前支行
拓展了网点服务的外延，将工银驿站
全面打造成有温度、有情怀的驿站，
为工行的品牌形象赢得了良好的社
会信誉。

打造温情驿站 构筑温馨之家
工行站前支行开展“工银驿站”送温暖活动

用脚步汇集民意 用真情化解纠纷
——梨树县孤家子镇人民法庭践行“司法为民”记事

全媒体记者 李雪 通讯员 牛敬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雪）为
切实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秸秆变废
为宝，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结合
实际，多措并举，通过机械打包、人工
离田等方式，狠抓“三导向”工作法，
全面推进域内秸秆离田工作，为秸秆
禁烧及综合利用提供了基础保证。

秋收已接近尾声，农田里的秸秆
打包机器轰隆作响。黄岭子镇第一
时间建立秸秆离田微信工作群，不断
健全秸秆离田工作通报制度，施行

“挂图作战、专人负责、每日调度”工作
思路，明确每日离田工作任务，对未

完成工作进度的村进行通报。同时，
为提高秸秆离田工作效率，引入“交
易模式”，黄岭子镇与秸秆综合利用
企业签订合同，通过收取保证金的模
式提高秸秆打包工作质量，全力以赴
推进山坡地、公路沿线等重点地块离
田工作，为明年春耕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提高群众行动自觉性，黄岭
子镇通过条幅、大喇叭广播、流动宣
传车、倡议书、宣传视频等形式，全方
位、多路径扩大秸秆综合利用宣传
面，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秸秆
打包离田政策知晓率。

秸秆离田再利用 变废为宝效益高
伊通黄岭子镇全面推进域内秸秆处理工作

“法官们判案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为你们点赞。”“谢谢，真的谢谢你
们。”这一句句赞美之言、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感谢都来自梨树县孤家子人民法庭辖
区的群众。

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多年来，梨树县人民法院孤家子人民
法庭两支法律服务团队，用脚步汇集社情民意，用真情化解矛盾纠纷，用汗水捍卫
法律尊严。在2022年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
大会上，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上门提供法律服务 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作为梨树县人民法院的六个基层
人民法庭之一，孤家子人民法庭积极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因地制宜开展巡回审判，创新落实
便民利民举措，多元解纷机制的示范
保障作用日益凸显，被辖区百姓亲切
地称为“黑土地上的护卫者”。

2020 年夏天，梨树县小宽镇的潘
某冒雨来到孤家子法庭，倾诉了他被5
个儿子抛弃，无法生活的情况。庭长
孙海鑫接待老人后，马上赶到老人所
在的村子，查看了老人居住的即将倒
塌的土坯房，走访了村干部和部分村
民。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孙海鑫连
夜在土坯房里开庭审理了这起赡养纠
纷案。

面对这样一起涉及亲情的案件，

孙海鑫没有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对
潘大爷的 5 个儿子进行教育开导。经
过耐心教育，潘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们
当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对老人的
晚年生活协商进行了妥善安排。“孙海
鑫庭长判的公平公正，是孤家子法庭
给了我生活的希望。”潘大爷喜极而泣
地说。而孙海鑫临走时，已是深夜。

孤家子人民法庭充分把握案件
数量多、纠纷种类多、涉及领域广的
涉农案件特点，在“调解优先”原则
基础上，不断完善司法便民工作，努
力让辖区群众在每一次庭审时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孤家子法庭案件近
三 年 来 服 判 息 诉 率 99.99% ，2021 年
更是创造了“零”发改案件的历史最
佳成绩。

创新便民利民举措 完善司法惠民工作

孤家子人民法庭是农村法庭，涉及
的大多是看似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但小
纠纷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好，就容易酿
成大祸端。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孤家子法庭联合司法部门在
沈洋镇、小宽镇、小城子镇分别建立

了“百姓说事点”，进村开展法律服
务，让百姓通过“唠家常”的形式，把
矛盾纠纷、百姓诉求等社情民意在

“说事点”反映出来，实现了“矛盾有
地说、随时找人唠、琐事化终了”。同
时，针对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和关心的

法律问题进行逐一解答，防止矛盾升
级，让纠纷在不经意间化解。

村民王某妻子来到孤家子人民法
庭要求离婚，法庭经过深入了解得知，
离婚原因是王某因一场意外，经济陷入
困难，生活压力大，经常与妻子闹矛盾，
妻子一怒之下才来到法庭要求离婚。

庭长孙海鑫通过沟通得知，夫妻双
方感情基础很好，已有两个孩子，只是
面对经济压力不能理性对待。于是，他
对症下药，用“家有一心、黄土变金”的
道理启发他们，反复作夫妻双方的调解
工作，鼓励他们勤劳致富。双方都被孙

海鑫的耐心和诚心所打动，最终和好如
初，并着手做起了养殖生意。如今，三
年过去了，夫妻俩告别了老房子，住上
了敞亮的新房，两个孩子也都已上学，
一家人其乐融融，很幸福。

孤家子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大多
是些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为民司法不
能只体现在法庭内，还应该延伸到法庭
外。两支法律服务团队主动转变工作
思路，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用心用情
打开双方当事人的心结，让双方当事人
在和谐的气氛中化解纷争、消除隔阂，
做到案结事了。

建立“百姓说事点”解决百姓烦心事

孤家子人民法庭充分发挥 5 个辖
区的网格作用，通过乡镇、行政村、村民
小组等基础网格，构建起司法服务的

“主体骨架”。张贴悬挂了40块法官进
网格公示板，主动亮出法官身份，晒出
联系号码，为辖区群众提供 24 小时法
律服务。上门宣讲了18场法律知识普
及课，针对百姓关心的农资购销、农业
生产、土地租赁等热点问题答疑解惑。
就地化解了辖区群众的 177 件矛盾纠
纷，网格法官延伸“民情触角”，及时了
解村居矛盾纠纷，联合乡镇网格长、网
格员提前介入调处，竭力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

孤家子人民法庭加快推进人民
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
格，主动上门提供诉讼服务，深入巡回
审判点解决矛盾纠纷，让老百姓不出
村、不出门就能一站式、低成本、高效率

化解纠纷。受理案件量也迎来了新的
拐点，从2019 年的743 件，下降到2021
年的660件，受案量同比下降12.5%，无
一错案、无一上访。2021年采用巡回审
判点开庭审理案件193件，占到审理案
件总数的三分之一，打通了基层社会矛
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公里”。

为有效保护黑土地，防止黑土地被
破坏，孤家子人民法庭还在全县率先设
立了“黑土地保护服务点”，会同辖区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开
展黑土地保护，全面落实梨树法院出台
的 18 项黑土地保护举措，快立、快审、
快结黑土地案件。

丹心映初心，忠诚筑天平。孤家子
人民法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
院先进集体”，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连续
3次被评为“四平市优秀人民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