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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展现“大
民生”

走进南春路社区，路面整
洁、干净是其给人的第一印象。
街道内嵌着的绿植与两旁的老
屋相映成趣，夏日漫步其中，带
给人丝丝凉意。

然而在以前，作为一个老旧
社区，其环境卫生一直是个“老
大难”问题。卫生死角多，经常
有居民随手丢弃垃圾，部分年久
失修的路面也给居民生活造成
了困难。

“有时候一到下雨天，路面
都是小水坑。更有甚者，雨大的
时候经常要趟着水走路，出行很
不方便。”作为一个在湘桥生活
了21年之久的老居民，郭田水对
此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随着
近段时间来绿美湘桥建设和创
卫工作的开展，情况有了很明显

的改善。“在街边巷头经常能看
到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
身影，他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
实在在的问题。”

“街道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2023年上半年共开展整治行
动 35 场次，出动人员 7000 多人
次，清理垃圾杂物达 500多吨。”
西新街道人工委副主任陈文佳
告诉记者。

据介绍，西新街道积极响应
绿美湘桥建设，结合创文创卫行
动开展辖区人居环境整治；结合
老旧小区改造，因地制宜增绿添
美，提升小区景观效果；开展绿
美广东 2023 年全民义务植树暨
林长植树活动，各社区因地制宜
在小区空地、街巷花圃开展义务
植树造林活动，鼓励居民天台增
绿36处，引导居民群众门前有序
摆放花盆 335 处，持续为社区增
添美化环境的“微景观”。

此外，街道采取线上微信

群、朋友圈和线下入户发放宣
传单、悬挂宣传横幅、增设宣传
专栏等多种形式结合，加大宣
传力度和覆盖面，提升居民的
参与度和满意度，营造爱绿、护
绿、植绿的良好氛围，推动绿美
湘桥建设。

“现在，社区的居民们对创
卫工作和绿美建设都非常的支
持，我们的小区都有十多个人经
常 义 务 帮 忙 打 扫 公 共 区 域 卫
生。”郭田水自豪地说道。

高质量推进绿美湘
桥生态建设

事实上，西新街道在生态建
设的工作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
湘桥发力绿美湘桥生态建设，构
建“八山四水三点两带”绿美湘
桥生态建设新格局、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

湘桥区深入实施“六大行动”，推
动实现湘桥生态建设大发展、大
提升。湘桥区筹集约228万元用
于 2023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林分林相改造暨油茶种植项
目），落实森林抚育用地 1150
亩。完成湘桥区“创森”绿化改造
工程项目设计，在古城区街巷见
空插绿、见缝增绿。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组织植树活动149场次，
发动社会捐资 425 万元，购买和
接受捐赠树苗超14.6 万株，倡导
全区师生每人种植一棵花木，累
计超7.7万株，在沿飞天燕矿区等
地植树超6.3万株。

除了“增绿”“护绿”外，湘桥
区还突出做好“活绿”文章，加快
培育林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
色休闲旅游，做大做优名优特
产，实现林业经济全产业链发
展，积极促进“森林康养+文旅”
融合发展。

在凤新街道高厝塘村，湿地

公园里红嘴野鸭在荷叶间嬉戏，
乘坐“网红小火车”就可以感受
乡村旧貌换新颜的美景，吸引游
人无数，带旺了乡村的旅游产
业，也成功盘活了闲置土地和房
屋等资源；在桥东街道社光村，

“共享农场”探索生态农业与文
旅的深度融合，引进的农田小火
车、小桥流水、创意民宿等特色
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实现了“文
旅+休闲+教育+体验”多元化发
展新模式……在绿美湘桥生态
建设的赋能下，“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

近期，湘桥区也在积极参与
《绿美广东竞风华》“县区林长话
绿美”网络投票活动，为绿美湘
桥建设摇旗助威。据悉，湘桥区
将继续立足区域山水资源禀赋，
发掘绿美资源，提升林下经济效
益，打造绿美生态建设的湘桥样
板，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
美生态发展之路。

近年来，揭阳市鼓励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引导退役军人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力量。
由退役军人谢文洲担任总经理
的广东润泽农业发展公司，便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记者在走访
中获悉，该企业以其独特的项目
优势，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
投入生产潮汕水果——油柑，不
仅带动了当地 600 余名退役军
人及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就业，还
帮助村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

“我心中有一个非常朴实
的奋斗目标，就是大力推动普
宁市油柑产业发展，提高当地
果农的经济收入。”谢文洲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已退伍
多年，但他始终以军人的作风
本色要求自己，他希望能做大
做强普宁油柑品牌，逐渐形成
产业化，让健康绿色食品普宁

油柑果走向全国各地，走进千
家万户，为普宁建设“商贾名
城，创新之城”尽一份力量。

据悉，在谢文洲的引领带动
下 ，广 东 润 泽 农 业 发 展 公 司
2020年就被普宁市人民政府定
位为“一村一品”油柑项目实施
主体单位，并于 2021 年被评为
揭阳市科普教育基地和揭阳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

挑重担作示范：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
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近年
来，梅州市梅县区法院紧紧围绕

“公正与效率”，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完善多元解纷机
制，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体系，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预防
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
芽状态。

2021 年至今，梅县区法院
开展诉前调解案件 8255 件，调
解成功 4496 件，超五成纠纷止
于诉前。

夯实根基，
三位一体融合共治

近年来，梅县区法院持续优
化法庭功能定位，集中打造专
业、特色法庭，有针对性地加强
案件审理工作。专业法庭在审
理好一般性案件的基础上集中
审理好特定类型案件。其中，丙
村法庭定位为旅游巡回法庭，松
口法庭定位为综合法庭（兼具服
务现代农业产业特色），畲江法
庭定位为知识产权法庭，大坪法
庭定位为综合法庭（兼具环境资
源特色）。

与此同时，该院建立“一镇
街一法官”“一村居一法官”的

“诉讼服务站、法官服务点”联络
服务机制。在辖区内的19个乡
镇均设立诉讼服务站，实现诉讼
服务站全覆盖；同时，在特色村
或产业集中地设立法官服务点
8个，其中产业园区法官服务点
2个，村居法官服务点 6个。每
个诉讼服务站和法官服务点实
行法官包点制度。

“庭、站、点”三位一体融合
共治工程是该院主动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的能动体现，也是全面
提升司法解纷能力、从根源上减
少纠纷的有力举措。截至目前，
驻点法官定期到诉讼服务站、法
官服务点开展法律服务253次、
诉调对接化解纠纷267件。

提升合力，
多方联动化解矛盾

“我们同意这样的方案！”近
日，在丙村人民法庭辖区内的诉
讼服务站调解室，房某等 55 户
村民纷纷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一
批矛盾纠纷就此圆满化解。

据悉，蓝某从梅州某建设
工程公司承包安装某高速公路
的护栏工程，焊接护栏时溅落
的火星引燃了地上的杂草，因
火势太大，蔓延至护坡上面的
山场植被，造成房某等村民的
果树受损，房某等人要求蓝某、
梅州某建设工程公司等赔偿果
树损失。

丙村法庭曾法官了解房某
等人的诉求后，考虑到涉及 55
户村民的利益，且其中涉及多种
法律关系，调解可以更快更好化
解矛盾纠纷，于是，曾法官积极
与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协调沟通，联合做当事人思

想工作，通过“背靠背”方式共同
开展调解，释法明理，权衡利弊，
经过多次电话、微信和面谈沟
通，最后在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的
共同努力下，该 55 户村民就果
树损失与梅州某建设工程公司
等达成一致意见。

近年来，梅县区法院各法庭
与辖区镇综治办、司法所、人民
调解委员会建立联动解纷机制，
在镇诉讼服务站成立联合调解
工作室，充分发挥法官法律指
导、人民调解的联合作用，协调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强化效果，
巡回审判以案说法

“现在开庭！”在梅县区法院
雁洋镇雁上村法官服务点门口
的巡回审判车上，曾法官正在公
开审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纠纷案，法官面对纠纷释法
明理、耐心调解，一个多小时后
庭审顺利结束。

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将庭
审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在审
理案件的同时以案释法，生动形
象地向当地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达到“审判+普法”的双重效应，
不断增强群众知法、守法、用法
的意识。

近年来，梅县区法院将“走
出去”的庭审普法方式与传统法
治宣传相结合，深化法治宣传效
果，积极打造“中心法庭+巡回
审判点”的工作格局。

高效便民，
线上诉调快速解纷

“线上调解真是太方便了，
节省时间，降低成本，真高效！”
2019 年 11 月，广东某科技公司
向深圳某设备公司购买一批工
业设备并按约定支付了部分货
款，但深圳某设备公司经催收迟
迟未交付设备。后经双方协商，
深圳某设备公司同意返还货款
后终止合同，双方因此签订《协
议书》，但深圳某设备公司一直
未返还货款，广东某科技公司遂
到梅县区法院，要求深圳某设备
公司返还货款。

法官审查材料后，立即向
深圳某设备公司了解具体情
况，鉴于双方初步达成调解意
向，考虑到深圳某设备公司在
异地，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快
速化解纠纷，法官运用“出庭”
微信小程序，在互联网法庭线
上“面对面”达成调解协议，双
方确认无误后，线上签名确认，
并在法官的指导下完成了司法
确认。至此，该涉企纠纷得以
圆满解决。

为快速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近年来，梅县区法院充分利用智
慧法院建设成果，采取“智慧+”
诉前调解模式，打造出快速高效
的调解“快车道”，既依法保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又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实现“双赢”局面。

梅州市梅县区法院：

完善多元解纷机制
打好诉源治理“组合拳”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通讯员 钟佛梅

做好“绿”文章 绘出新风貌
深入实施“六大行动”，推动实现生态建设大发展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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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八一”前夕探访粤东三市多位退役军人，聆听他们将青春挥洒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故事

退役不褪色，看他们勇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过去，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
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近年来，
当地一位扎根一线的退役军人，
用自己的不断尝试，改变了合作
社传统的发展模式，并且带动身
边的农民一起增产增收，他就是
澄海区金佳顺生态种养专业合
作社的理事长金卓满。

2002年退伍返乡，金卓满开
始尝试自主创业。到 2016 年，
他联合当地几名种植大户，成立
了金佳顺生态种养专业合作
社。这个位于澄海区后溪村的
合作社，以其独特的农业景观资
源和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成功

打造了一个集休闲观光、农业科
普、农事体验和农餐品尝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模式。

“汕头市澄海区金佳顺生态
农业返乡创业孵化基地”“汕头
市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走进合作社，映入眼帘的便是
两面醒目的荣誉墙，一块块荣
誉奖牌，一张张喜人的“成绩
单”，无不凸显着合作社取得的
骄人成绩。

“不让战友掉队，是战士在
战场上的誓言。带领合作社社
员干事创业，我们同样不能让农
户掉队。”金卓满表示，作为一名

退役军人，他希望通过合作社的
形式开拓新的“作战”阵地，把个
体的力量无限放大，带动周边一
批退役军人和农户用勤劳的双
手实现增收致富，让退役军人的
作用与乡村振兴、社会发展融为
一体。

领头雁再创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带动增收

走进潮州市饶平县三饶镇麻
岚种养专业合作社，在半山坡上，
绿油油的树梢挂满甜柚，山沟边
近300亩的山泉水育满沉甸甸的
稻穗，一片片丰收的盛景，展示在
记者面前。眼前的喜人景象让人

难以想象，这里30年前还是荒山
废野。这片希望的沃野是如何实
现美丽蝶变的呢？

林冬松告诉记者，他于1981
年应征入伍，驻守祖国西沙群岛
（中建岛），物资的匮乏和生活环
境的恶劣，锤炼出他任劳任怨、
勇于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品
格。退役返乡后，林冬松曾多次
放弃优厚的工作，主动投入家乡
经济社会建设大潮，勇敢地担起
开荒种地的使命。

此后，林冬松30年如一日，开
荒山，除杂草，筑小道，种“金果”

树，撒播“山泉”稻种。上山的路
被大雨冲坏了，再修；种下的果苗
长不出果，专门到广州请教果树
专家；开荒出近300亩良田，请来
水稻专家“把脉”。终于，功夫不
负有心人，林冬松种下的一棵棵
柚子树结出丰收的硕果，一片片
稻田吹来沁人心脾的稻花香。

在林冬松的坚守和努力下，
饶平县三饶镇麻岚种养专业合
作社如今已实现从负到正，从亏
到赢，从小打小闹到规模种植，
并顺利进入互联网销售市场，成
为远近闻名的合作社。

开荒山种良田：30年深耕脚下土地

一身戎装，保家卫国，热血铸军魂；退役归来，热忱不
改，奋战新时代。7月 19日至21日，羊城晚报记者随广
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走基层·走军营·走红色足
迹”——中央、省市媒体采风团，深入走访揭阳、潮州、汕
头三市，挖掘当地退役军人脱下军装着“农装”，奔赴乡村
振兴“新战场”的创业故事，领略一批批退役军人自主创
新创业、带动乡村振兴、续写军人荣光的精神风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实习生 陈洁鑫

文/陈锴跃 曾柯权
图/湘闻提供

“湘桥的风貌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改变，道路整洁了，绿化完
善了，我们的生活也更加幸福
了。”在潮州市湘桥区西新街道南
春路社区，居民郭田水激动地告诉
记者。

近年来，潮州湘桥区坚定不移
走绿色发展之路，构建“八山四水
三点两带”绿美湘桥生态建设新格
局。日前，记者通过实地走访湘桥
街巷村道，感受绿美湘桥建设的内
里乾坤。

湘桥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打造绿美生态建设的湘桥样板

金卓满

谢文洲

林冬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