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六横台涨线等
公路两边骑行绿道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据
了解，骑行绿道建设是六横
管委会着力打造“五彩六
横”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了解，六横骑行绿道
工程建设总里程约 35公
里，主要对公路两侧的非机
动车道进行彩喷，统一为
红、蓝二种色调。工程计划
本月底完工。

（通讯员 刘生国）

六横有了
骑行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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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怡至 通讯
员 王文琪）“黄副庭长，太感谢你
们了，要不是你们多次上门来给我
们调解，我们兄弟俩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和好呢？”日前，区人民法院
朱家尖法庭副庭长黄诗乔和干警
陈业刚走进辖区某村路口时，一位
老伯就立即迎上来连声道谢。这
是今年来，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
“法官结对联系社区”机制后常见
到的感人场景。

前段时间，黄诗乔和陈业在走
访朱家尖莲和村时，莲和村的村干
部反映，有位80多岁的老人经常
跑来求助，称20多年前其母亲的
土地征收款被其兄弟领走，为此双
方产生矛盾，20多年来形同陌
路。这件事一直是老人的心病，村
干部先后多次进行调解，均未达到

理想效果。村干部想到了常来走
访提供司法服务的法庭干警，希望
法庭能够帮忙化解。

据黄诗乔介绍，距该纠纷产生
已过去了20余载，已超过最长民
事诉讼时效，但尽管如此，法庭还
是选择竭尽全力“医治”老人这20
余年来的心病。“鉴于纠纷累积颇
深，我们决定采取‘背靠背’调解方
式，经过数次分别上门调解，释情
释理，双方终于同意各退一步，该
老人的兄弟在村干部的见证下给
这位老人给予一定的金额补偿。
双方最终解开心结，握手言好。”
黄诗乔说。

今年 3月，区人民法院发文
《关于法官结对联系社区工作的
实施办法》，要求建立“法官结对
联系社区”机制，严格对照文件

要求并落实舟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关于“双下沉”工作的相关要
求，组织员额法官先后走访全区
各个社区（村），并对应组建微信
群，尽力将矛盾纠纷调解消化在
基层，降低矛盾纠纷案件成讼
率，确保源头治理实效。

走访期间，结对法官与各社区
（村）负责人进行了多形式的座谈
交流，调研了社区（村）的管辖范
围、综治状况、人员结构、产业特色
等基本情况，了解了社区（村）在社
会综合治理、矛盾纠纷调处中存在
的司法保障需求，并与结对社区
（村）负责人、综治办人员、网格员
等建立了“法官社区微信群”，还发
放了由区人民法院编写的《案例选
编》《家事审判案例选》《工作通报》
等法律宣传资料。

据悉，今年以来，我区通过
“法官结对联系社区”机制，加强
与基层组织联络协作，制度化地
将社区人员、网格员等纳入多元
解纷体系，将诉源治理的关口进
一步前移。各人民法庭则根据
各自辖区特点积极融入当地社
会治理大局，今年来，共开展法
官联系社区等“三服务”走访 33
批次。

这种“走出审判庭、融入群众
中去”的司法便民利民工作新机
制，有助于为我区广大基层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下步，我区将
继续大力推行“法官结对联系社
区”机制，努力为辖区群众提供更
加便民高效的司法服务，为辖区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靠有力
的司法保障。

我区“法官结对联系社区”机制显成效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记者 高阳 陈逸麟）初夏的
海风轻拂，仿佛还在诉说着70年
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走进六
横里岙民俗风物馆内，推开尘封的
历史大门，令人感慨万千。

今年76岁的周先庆老人，亲
历了六横解放战争，见证了六横从

解放到现在的变化。回忆起70年
来的点点滴滴，老人仍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听家里大人说，解
放军登陆六横岛时，遭遇敌机扫射
轰炸，指战员张厚启等20人牺牲。
解放军不怕苦、不怕死，现在的和
平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在里岙民俗风物馆红色记忆展馆
厅，看着各种珍贵史料，周先庆感
触很深。

1949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原21军61师183团发动了解
放六横的战役，经过近4小时激
战，解放军成功登上六横岛，歼灭
了岛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10月
7日，六横解放。

“我那时候才五六岁，虽然小，
但是很多事情都有印象了。解放
军来六横的前一夜，下了一场大
雨，潮水涨起来，把很多国民党的
军队‘淌’离了岛，就像是天意一
样。”周先庆告诉记者，国民党军队
撤退时，押了许多村民当挑夫，帮
军队运送子弹到码头，还有意将几

十名挑夫抓去当壮丁。
“我听那时候当挑夫的老人

说，多亏了当时的一个白连长，他
是地下党，暗中想办法放走了挑
夫们。”周先庆说，解放军刚上岛
的时候，村民心里都很忐忑，不知
道是不是和国民党一样，苛待老
百姓。

据周先庆回忆，他们村子只有
四五户人家，每户人家的堂前都住
满了国民党军队。“有一件事我印
象深刻。当时国民党的一个排长
让我大伯找村长，但是由于语言不
通，我大伯不能领会他的意思，几
个当兵的马上就拿出手枪、手榴弹
对着我们，我在一边害怕得瑟瑟发
抖。”

这样威胁老百姓的事情不止
一两件。“听家里老人说，当时一个
姓张的小伙子，言语上冒犯了国民
党军队的一个指导员，当场被按在
地上，用门闩打屁股，屁股都打开
花了。”周先庆说。

“解放军到六横才一天功夫，

我们就知道解放军和国民党不一
样了。解放军对老百姓客客气气，
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周先庆一
边笑一边说，六横解放后，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和解放前相比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周先庆的记忆里，小时候一
家人都住在草房里，天天吃番薯
干，一年吃不上几顿白米饭。“我小
时候还穿过姐姐的鞋子，把鞋口、
鞋带改一改，我就又穿了好几年。”
周先庆还打趣说，身上衣衫补丁打
了又打，唯一一套新衣服要留着过
年穿，“撑门面”。

“以前岛上的路都是泥路，我
家住在涨起港，从涨起港到峧头要
走近40分钟。”周先庆说。如今，
家里住上了楼房，买了小轿车。

“我们村里大多数人家都买
了汽车，老百姓都有医保，教育水
平也越来越高。”他笑着说，“以前
书都没得读，现在连我们老年人
都会说普通话，有些还能说几句
英语呢。”

周先庆 70年，今非昔比

纪念舟山解放70周年

刚刚过去的
5月19日是“中
国旅游日”。暮
春初夏，原本正

是出游的大好时光，但是疫情之
下的这个旅游日多少显得有点
不寻常。

这是第10个“中国旅游日”，
也是中国旅游业飞速发展的10
年。这10年来，普陀坚持“主客
共享、全民受益”的理念，通过举
办一系列“中国旅游日”庆祝活
动，推介优质海洋旅游资源，展现
独特的自然人文魅力。

今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
景下，我区创新思路，通过线上推
介，联合“嗨普陀”平台发放了总
价值520万元的文旅消费抵用
券，同时将区内各景点的免费游
时间从往年的5月19日当天延长
至5月31日前，通过旅游惠民措
施提振市场信心。在“努力成为
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

定位新目标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复工复游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普
陀的旅游业尤其是海洋旅游业将
是普陀展现“窗口期”形象的优势
产业。

疫情常态化后，人们对旅游目
的地的选择将更加谨慎，对生态环
境与私密空间的要求将更高，因
此，远离尘嚣、环境优良、空间阔达
的海滨旅游将成为许多人的终极
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的疫情
对普陀旅游业来说，是危也是机，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充分利用海洋
旅游的天然健康价值，进一步提高
旅游业的品质与附加值，从而带动
新的经济增长点。

5月19日被定名为“中国旅
游日”，因为这一天是《徐霞客游
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
日，对徐霞客来说，旅行的意义，
就在于对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和
寻觅，而我们在发展旅游业的过
程中，也需要以探索的精神去寻
觅新的发展路径。

寻找海洋旅游新发展路径
□思尔

海 天
语 思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严甦甦）考虑疫情期间残疾
人理发不方便的情况，日前，区
残联联合区志愿者之家，组织开
展“上门理发，爱心助残”志愿服
务活动。

“你想理个什么样的发型？”“天
气热了，能不能帮我剃短点。”当天
下午，志愿者来到东港街道南岙村

有理发需求的残疾人家中，按照他
们喜欢的发型为其理发。“我眼睛不
好，走路也不大方便，这段时间因为
疫情很久没有理发了，真是谢谢你
们。”南岙村村民徐先生笑着对志愿
者说。

据了解，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也
是区残联开展的第三十次全国助残
日系列活动之一。

区残联上门开展爱心助残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跃 通讯员
周丹） 昨天上午，区婚姻登记管
理服务中心迎来了多对新人申请
婚姻登记，希望在“5.20”这个特
殊的日子和心爱的人一起步入婚
姻的殿堂。

“这一天的日子非常特别，寓意
很好，我们一大早就过来等着领证，
这个日子也预示着我们由一个人变
成了两个人的生活，今后我们会相

互扶持一直走下去，白头偕老。”俞
科迪和李坤是其中一对新人，他们
在填写完婚姻登记表、婚姻登记风
险告知书等相关表格、参加完结婚
证的颁证仪式后，开心地领取了结
婚证。

据了解，每年5月20日，区婚姻
登记管理服务中心都会迎来结婚
潮，昨天上午共有近20对新人前来
登记结婚。

20对新人“5.20”登记

本报讯（记者 励佳 通讯员
乐勇 邵盛欢）“现在一点都不痛
了，说也能说，笑也能笑了，真的太
好了。”近日，住在普陀医院疼痛科
病房91岁的王阿婆经历了“天下
第一痛”。

普陀医院疼痛科主任易能芬
告诉记者，王阿婆患的是三叉神
经痛，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疼
痛时如刀割、针刺、撕裂、烧灼或
电击样，剧烈难忍。此病发作时
常无预兆，患者通常精神萎靡不
振、行动谨小慎微，甚至不敢洗
脸、刷牙、进食，说话也小心，惟恐
引起发作。

考虑到王阿婆年龄大，基础疾
病多，受不了舟车劳顿，医生决定
为王阿婆实施CT引导下三叉神经

射频热凝术，在CT定位引导下将
射频针经颜面部精准地穿刺到三
叉神经第二支的出口处，通过高温
热凝切断相应支的三叉神经。“这
种治疗方式速度快，创面如针眼，
对病人身体造成的负担最小。”易
能芬说。

在医护人员的通力协作、精准操
作下，10多分钟后，手术顺利结束。
王阿婆的疼痛随之消失，马上能正常
吃饭和说话，恢复了正常生活。

据悉，近年来，通过与上海及省
内各大医院的合作，目前普陀医院
疼痛门诊已经能成熟开展CT引导
下神经调控技术以及神经毁损术，
为治疗晚期腹部癌痛、双下肢血管
性疼痛、手汗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等病症带来了新技。

普陀医院开展CT引导下神经调控技术

十几分钟降服“天下第一痛”

本报讯（通讯员 张梦）近日，沈
家门小学考勤管理引入人脸识别考
勤机，实现人员、软硬件和数据的三
维互联，开启校园疫情防控管理新
模式。

人脸识别考勤机设在学校晨
检、体温监测设备处，教职工进入校
门只需通过刷脸即可完成考勤与健

康打卡。全程做到入校不排队、不
拥挤、无聚集、无接触，具有高效、安
全等特点。

据悉，疫情期间，沈家门小
学致力于打造智慧校园，相继安
装了校内车辆自动门禁、电子班
牌、精准放学系统等现代化信息
设备。

沈家门小学启用“刷脸”考勤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