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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 70 多岁的石老汉，这几年反而忙了起
来。

石老汉全名叫石业登， 是汉阴县蒲溪镇原
响洞河村人，2018 年 9 月搬迁到溪畔社区豪庭
小区。 “我原来在村上是组长，有群众工作的经
验，到新社区后就成为了一名调解员。 ”石业登
说，也正是因为这份工作，面对近年来社区的变
化自己也更有成就感。

因为是公认的明事理，有德行，石老汉的调
解工作越做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直至今年，
社区成立了“石老汉调解室”，将其作为品牌打
造。在蒲溪矛盾调解工作中，石业登这样的基层
调解员每个社区都有， 类似的创新探索随处可
见，如今的蒲溪，群众诉求有处说，想法有人听，
难处有人帮，纠纷有人调。

群众诉求有处说

石业登还有另外的身份———社区的一名中
心户长，同时也是一名“网格长”。

在社区， 群众不仅可以通过中心户长向村
委会反映诉求， 还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和党员反
映诉求， 居民门上的联系卡更是让责任落实到
人，“三线式联系” 所带来的网格化管理和精细
化服务，让群众诉求有处说。

前段时间， 社区的李仁梅骑电动车误伤了
小街村一位村民， 造成对方腿部软组织严重挫
伤。 但李仁梅和老伴儿年岁已高， 家里条件困
难， 根本无力赔付。 李仁梅第一时间想到了社
区的“石老汉”。石业登耐心询问事情原委，李仁
梅便将一肚子的悔恨和害怕道了出来。 思忖再
三， 石业登最终带着李仁梅主动来到对方的家
中赔礼道歉。 在了解到李仁梅家中的情况后，
对方被李仁梅和石业登的诚恳态度所打动，表
示谅解，最终收下了李仁梅带来的 200 元“营养
费。 ”

“还有社区的一些小矛盾，当场发现，就当
场化解。 话明气散最重要。 ”说起自己的调解心
得，石业登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乡亲们的烦
心事儿有处说，说了立马有人解决。

“两说一商”议事机制，就保证了这一点。蒲
溪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按流程开展工作过程
中，创新推行首先干部说，针对群众的诉求和需
求，干部对来访群众宣讲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其次群众说，建立说事室，不是标新立异，而是
和群众在一个温馨和谐平等的氛围下， 让群众
敞开心怀、诉说心声。 最后大事要事民主协商，
对重大的疑难纠纷，采取民主协商的议事方法，
根据需要组织评议会等，邀请村“两委”成员、
“三线”人员、群众代表、乡贤代表和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代表、家族能人共同参与。

为了最大限度激发机制活力， 蒲溪抽调专
兼职调解员， 保证队伍相对稳定。 制定了调解
员管理考核办法， 对在工作中突出的调解员予
以奖励，召开表彰大会，分享调解的成功案例，
使调解员增加获得感。用好“一案一补”，对能享
受补贴的案件及时审核并将资金兑付到调解

员，2020 年， 该镇共兑付奖补资
金 23600 元。

确保“说了不白说”

让群众诉求有处说，更要通
过强化服务流程，实现运行规范
化，确保群众说了不白说。

“调解陈诗余和王翠荣的矛
盾时 ， 我们前前后后跑了十来
次， 从梳理案件到组织调解，再
到按时回访，真正做到了案结事
了。 ”在小街村村委会，支部副书
记曹鹏对前段时间的一起案例
印象尤深，既是因为调解过程的
艰辛，也因为规范化的服务流程
确实保证了调解成效。

“王荣翠去陈诗余家油坊榨
油，不慎在返程途中从陈诗余的
三轮货车上摔落。 双方就赔偿事
宜无法达成一致，最终找到了我
们。 通过我们全面梳理案件，确
定了陈诗余有一定责任，但也是
考虑王荣翠年纪大了，好心送她
回家，并无主观过错。 ”在审核登
记后，曹鹏和同事们制定了调解
方案，一面动员陈诗余的爱人去
医院照顾王荣翠，一面打电话给
王荣翠的子女说明情况，发动其
子女对王荣翠进行劝慰。

最终，两家人达成了赔偿协
议 ，再回访时 ，两家人也尽是感
谢的话语。

在蒲溪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规范化服务
流程对调解时效的保证则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宽敞明亮的蒲溪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接
待大厅，一进门就有工作人员上前询问，根据诉
求性质将来访人员分流引导至群众说事室、关
爱工作室、 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室。 工作人员全
面梳理案件，从来信来访来电、到村入户摸排、
12345 热线、321 民情在线、网上信访系统、网格
员在综治 APP 上报等线索中梳理出矛盾纠纷。
对梳理出的矛盾纠纷及时完整登记后按纠纷类
别和发生地精准指派，执行“中心吹哨、站所报
到”的机制，按照婚姻家庭类、人身损害赔偿类、
邻里纠纷等类别分别指派专人牵头负责调解。

通过制定调解方案， 对能当场调解的当场
调解， 对复杂纠纷提前制定调解方案。 如有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邀请村“两委”成员、三线人员、
家族长辈、 乡贤能人等参与调解。 在调节过程
中，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普法、心理疏导等，依法
依理依情调解，制作好调解协议书，完善好调解
档案， 对暂时化解不成功的进一步了解纠纷经
过，双方有二次调解意愿的组织二次调解，没有
二次调解意愿的引导至诉讼渠道， 符合法律援
助的积极提供法律援助。 在调解结束后， 还要
对当事人的履行协议情况、 事后相处情况进行

回访，确保案结事了。
通过建立接待引导、审核登记、精准指派、

分流办理、督察督办、稳控回访制度，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实现了矛盾纠纷多元化导入、 一体受
理、联动调处。 整个流程以百姓发生纠纷开始、
至百姓满意结束， 做到多维度、 智能化闭环运
转，实现了调解实效化。

把最大的方便留给群众

“有事儿您说话”， 这是蒲溪镇公星村的群
众说事室里最显眼的一句标语。 在公星村党支
部副书记李杰看来， 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众
多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把矛盾调解工作细化，
把最大的方便留给群众。

11 月 9 日，蒲溪镇举行“一村一法律顾问”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法律顾问在公星村进行
了法治讲座。据悉，一年内法律顾问将为蒲溪镇
各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管理提供法律咨
询，并参与处理法律案件、调处各类纠纷，做好
普法宣传等工作， 实实在在地为村级组织及村
民解决法律问题，使矛盾在村中化解，让群众少
跑路，信息多跑路。

近年来， 汉阴县蒲溪镇不断探索新形势下

矛盾纠纷化解的新路子， 搭建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处平台， 健全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工作格
局。

年初， 蒲溪镇进一步推进综治中心实体化
运行， 依托综治中心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
中心，对原有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及婚姻家庭等专业性调解组织进行整合， 组织
本辖区内的公安干警、司法干警和联片的法官、
检察官、 律师入驻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各村
（社区）均建成标准化调解中心，结合村“两委”
换届，选优配齐调解员。 截至目前，该镇调解中
心共有专业性调解人员 7 人，兼职调解人员 14
人，各村（社区）分别有 3 至 5 名调解员，均具有
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 为做好调解工作
打下坚实的人力基础，确保了多方参与、上下联
动、 协同处理， 实现了镇村调解中心工作一体
化，使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最多跑一次”。

蒲溪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通过强化四项措
施，运用“两说一商”议事机制，集民意、凝民智、
聚民力、解民忧，成为践行“枫桥经验”的具体实
践。 截至目前，2021 年该镇村中心共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 124 起， 其中重大矛盾纠纷 14 起，成
功率 98%，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群众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满意度
大幅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钱运立）为提升安
康火车站广场整体面貌， 提升火车站承
载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备受市民关
注的安康火车站广场改造项目 11 月 27
日起正式启动。

目前， 进站西路两边的人行道已经
被施工挡板围住， 火车站前广场外的一
块山体正在开挖。 在出站口西侧公交首
末站施工现场， 场地水稳层铺设部分已
经完成。

据了解 ， 安康火车站建成于 1973
年，现为一级甲等客运站，陕西省第三大
客运站， 陕南区域规模最大的区域枢纽
站， 为安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但经过多年运行，火车站的周边环
境差、广场规模小、停车场数量不足、配
套不完善、道路交通拥堵、旅客换乘衔接
不畅，既不便于城市管理，也影响安康对
外开放形象。

此次改造范围东至金州医院前道
路，西至安康工务段前道路，北至火车站
站房前缘，南至广景花园，规划总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 改造内容包括：开挖火车
站前广场的山体， 在山体位置新建生态
停车场，供社会车辆停放；改造站前的进
站西路， 将原本的弯曲的道路拉直、加
宽，增加车辆通行能力；按照公共交通优
先的原则，优化布局公交车、出租车停放
区域， 将社会车辆与公共交通车辆分开
停放，减少车辆交叉影响；同步将新建地
下通道、完善公厕、公共用房等设施，改
造排水、电力、绿化、照明等。整体工程计
划于 2022 年国庆节前建成投用。

该项目是市政府确定的 2021 年城
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竣工后，
将对提升火车站承载能力， 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丰富城市节点设计，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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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跑步途径江边步道， 一位施工的师傅
和江滩公园保洁员说：“在挡护墩上刻字， 太不
文明了。 ”走到跟前，才知道是昨天下午刚刚施
工结束的挡护墩，还未完全凝固的表面被人“打
卡”，有的踩了好几个脚印，有的刻上了几行文
字，有的索性划满了道道。或许这些行为多是少
不更事的孩童所为， 但同行的监护人应该及时
制止，并教育孩子养成良好习惯。

目前，我市已正式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文明创建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 请不要给
文明城市创建“添乱”。

（读者 王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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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5 日，中国科学
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
表示，经研究团队鉴定，从海昏侯刘贺主墓粮库
中提取的植物遗存种类为稻、粟、麻、甜瓜和梅。
这为追溯西汉先民的农业活动与植物利用，反
映当时的丧葬制度， 以及墓主人的饮食偏好等
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快来看看 2000 年前海
昏侯国的地上农作物吧！

2000 年前的南方“五谷”有哪些？

先秦与两汉文献较多记录了我国先民对植
物的认识和利用，但人们常说的“五谷”具体指
的是哪五谷，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定论。

蒋洪恩认为， 考古发掘所获植物遗存可与古
文献记载交叉印证， 为研究汉代先民的植物利
用和农业活动情况提供直接证据。 海昏侯墓粮
库中发现了稻、粟、麻三种植物遗存，证明这三
种谷物早在汉代就成了重要的栽培作物， 也是
江南地区“五谷”的重要成员。此前，长沙马王堆

一号汉墓出土的谷物为稻、麦、黍、粟、豆、麻六
种，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
谷物与海昏侯墓一样，也为稻、粟、麻三种。

从考古发现来看，“五谷” 的具体组合还受
地域影响。 南方的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的粮
食作物以稻为主，和北方汉墓无（或少）稻而多
粟、黍或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考虑到北
方地区当时并不以稻谷为主要作物， 汉代黄河
流域的“五谷”更倾向为“黍、粟、麦、豆、麻”，一
些北方墓葬中出现稻谷做随葬品很可能是一种
身份的象征。

侯爷吃瓜不吐籽 南方贵族爱吃梅

研究发现， 不同地区的墓葬制度虽有地域
特色，但植物陪葬品中均有谷物。 按照汉代人
“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汉墓中会陪葬墓主生前
使用或喜爱的东西。 海昏侯墓发现的五类可食
用植物或与刘贺生前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结合
考古人员 2015 年底在刘贺遗骸腹部位置发现

的甜瓜子， 粮库新发现的甜瓜种子印证了这位
侯爷的一大饮食习惯———爱吃甜瓜瓤， 但不爱
吐籽。

“甜瓜吃法不一样 ， 有人会将瓤掏空再
吃， 有人爱吃瓤又嫌吐籽麻烦。 刘贺属于后
者。 ”蒋洪恩说，与他有着类似饮食习惯的还
有马王堆一号墓的辛追夫人。 二人遗骸的腹
部位置均发现了甜瓜子， 这说明在死前不久
还吃过甜瓜， 可见西汉时期江南地区贵族对
甜瓜食用的普遍。

另一种延续至今的零食是梅， 在汉代颇受
贵族青睐。 蒋洪恩说， 南昌海昏侯墓粮库中发
现了大量梅核，但不明确其果实是否加工过。长
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梅核和梅
干，以及记载了梅、脯梅和元梅等加工制品的竹
简；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墓主为西汉高级官
吏）也出土了梅、青杨梅等果品。 这些都反映了
梅在南方的种植和利用， 梅的食用在长江流域
非常普遍并有成熟的加工技术。

这些植物遗存为何能保存 2000 年？

“这和海昏侯墓长期处于地下水的浸泡中
有关。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昌西
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介绍说， 据史料记
载，东晋时期（公元 318 年）豫章郡曾发生过一
次大地震， 使原来的海昏县等豫章古县淹没到
鄱阳湖中，也让海昏侯墓墓室发生坍塌，导致椁
室被地下水淹没。

不同类型的文物需要的“保鲜”环境不同。
杨军说，刘贺的棺椁长期浸泡在泥水中，连遗体
都已腐化， 研究人员甚至无法对其做 DNA 检
测，“但在粮库内的贮藏物中提取的稻、粟、麻、
甜瓜、 梅等植物遗存， 却恰恰喜欢这种水浸环
境，并因此保存新鲜。 ”

经研究人员对比鉴定发现，稻、粟、麻、梅呈
棕褐色， 甜瓜呈土黄色； 水稻的小花已结成块
状，稻谷与粟的颖果、麻的种子均已降解殆尽，
但甜瓜的种子与梅的果核相对保存较好。

山丹马场站位于甘肃省张掖
市山丹县，该站原为越行站，无客
运业务。 今年 3 月，山丹马场站启
动改扩建工程， 新建了 1080 平方
米的旅客站房、2 座客运站台及相
关配套设施。 正式运营后，每日将
有多趟动车组列车停靠山丹马场
站， 旅客可乘坐这些列车抵达兰
州、西安、乌鲁木齐、嘉峪关、敦煌
等多个城市。

山丹马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
久的马场之一。 自汉代起，这里就
是官方设立的养马基地。新中国成
立以来，山丹马场培育军马约半个
世纪。

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大见成效，山丹马场开始积极
发展生态旅游业。山丹马场站开办
客运业务后，将方便游客前来领略
雪山、草原、骏马构成的独特风光，
促“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2000 年前的海昏侯国先民都种些啥？
新华社记者 袁慧晶

乱刻乱画当管！
祁连山下千年马场““邂邂逅逅””高高铁铁

记者 张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