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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2.10%

2 住房城建 20.71%

3 医疗卫生 11.66%

4 市场监管 8.28%

5 交通运输 4.32%

6 司 法 3.84%

7 民生服务 3.22%

8 城市管理 3.12%

9 治安管理 3.05%

10 商贸经济 2.45%

一周热点排序

凡人微光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商贩在古镇经营射击游戏存隐患 劝导离开

市民来电：长寿区菩提古镇文化旅游区内有流动
商贩经营射击游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长寿区文化旅游委回复：经核实，存在未经许可的
流动摊贩擅自进入古镇从事射击游戏经营活动的情
况。工作人员已对涉事摊贩负责人进行了劝导，并促
其离开。后期将加强巡查力度，以防止此类流动摊贩
再次进入古镇从事经营活动。

停车场夜间照明设备灯光扰民 优化调整

市民来电：彭水县交旅依城小区附近新建的停车
场夜间照明设备灯光扰民，影响居民夜间休息。向停
车场工作人员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彭水县国资管理服务中心回复：经核实，属停车场
照明灯杆故障，临时启用应急灯杆所致。现已优化照
明方式，对应急灯杆光源角度进行调整并关闭部分光
源，防止光源直接照射至附近居民区，避免灯光扰民问
题。

道路堆积大量大件垃圾 进行清理

市民来电：南岸区中铁北美时光D组团与E组团
之间的道路上堆积大量大件垃圾，长时间未及时清理，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南岸区住房城乡建委回复：经核查，属业主丢弃的
大件家具物品。已督促物业方立即处理，并安排工作
人员对该路段的大件垃圾进行了清理，现已完成清理
工作。

小区业主违章搭建 拆除完毕

市民来电：开州区园上园小区内有业主擅自扩建
阳台，进行违章搭建。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开州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工作
人员对涉事业主进行劝导，该业主已安排施工人员进
行拆除，现已拆除完毕。

学校宿舍楼停气 恢复正常

市民来电：丰都县第二中学教师宿舍楼遭遇停气
问题，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用气。向供气公司反映无果，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丰都县住房城乡建委回复：经核实，由于燃气管道
安装完毕后需进行新旧管道转换通气，管道接头密封
存在缺陷，故无法正常供气。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整改
措施，现已整改处理完毕，供气恢复正常。

停车场缴费后无法提供发票 开票完成

市民来电：在沙坪坝区融创滨江壹号停车场停放
车辆时产生了20元的停车费用。在支付停车费后，向
停车场工作人员索取发票时，被告知无法提供停车发
票。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沙坪坝区税务局回复：经核实，属员工未能提供有
效解答。市民可根据个人需求，通过网络平台开具发
票。现工作人员已将停车发票信息发送至市民。

（记者 杨铌紫 整理）

市民来电：綦江区石角镇双树村路段未安装照明
设施，市民夜间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荣昌区盘龙镇白鹤村第七组附近的
乡村道路未硬化，村民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市民来电：7月12日与秀山县鼎诚家装饰公司签
订了房屋装修合同，装修地址位于秀山县中和街道凤
凰社区盛世悦府1栋17-5，合同金额118510元。9月7
日起工程停工，至今仍未恢复施工。多次与装修公司
协商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万州区新城云樾上境小区地下车库出
现积水现象，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其是石柱县南宾街道城东社区万康路
石桥铭邸小区2号附21号门面的租户，5月份向小区物
业缴纳装修押金3000元，工作人员承诺在三个月予以
退还。但至今仍未返还，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巴南区云篆山水公租房B区18栋有高
空抛物的情况，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
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10月21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李书记，你讲的这个案子我听明白了，
那些让提供身份证号码和银行卡密码的中
奖信息是假的，是诈骗。”前不久，南川区木
凉镇汉场坝村口的“香樟树下议事亭”，聚集
着不少歇凉的村民。

“这位老乡理解得不错，切记天上不会
掉馅饼，遇到这种情况要冷静处理，必要时
先报警。”村支部书记、“法律明白人”李先进
的一席话，引得众人连连相应。

几棵香樟树、数个小板凳，几十个村民
和“法律明白人”就地围坐，一起用乡言乡语
拉家常、收民需、议村事、普法律。

其实，这只是南川区深化乡村精准普
法，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的一个鲜活镜头。

近年来，南川全域推动基层法治观测工
作，通过“法治观测点”“法治观察员”等基层

“观哨点”，建立完善以需求采集、研判供给、
管理评估为闭环的全过程普法管控机制，系
统化、差异化、数字化统筹推进城乡精准化
普法。

“点+员”擦亮普法末梢“探头”

当普法遇到乡村治理，如何疏通一系列
难点、堵点、痛点，做到因地制宜？

南川区的答案是：通过“点+员”结合，全
域推动基层法治观测工作。

南川区普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该区设立14个基层“法治观测点”、150名

“法治观察员”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不
同群体、不同行业增设部分基层普法需求采
集点，擦亮普法宣传末梢“探头”。

经济发展快、遗留问题多、普法需求大
的木凉镇汉场坝村就成为基层普法需求采
集点之一。

“汉场坝村电商直播做得很火，带动
了地方消费和乡村振兴建设，但也发现一
些问题不容忽视，建议加强对特色产品生
产经营者、网络直播博主的法治教育。”去
年底，南川区普法办收到木凉镇普法办的
建议。

随即，木凉镇普法办邀请法律顾问针对
性举办直播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并制订《木
凉镇网络直播守则》，规范网络平台直播行
为。

“结合普法需求采集点的实际情况，我
们细化制定流转需求建议的制度细则。”南
川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说，按照需求采集、
过滤、核实、研判、办理、跟进、反馈“七步流
程”，全流程闭环处理群众普法需求。

数据显示，自南川区观测（察）机制建成
以来，已收到法治问题和意见建议120件，
发出工作转办、提示和建议28件，推动89个

法治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1+N”培育群众身边“法律明白人”

“现在的乡村，村民的法律需求越来越
多元化，‘懂法的明白人’就变得十分必要。”
李先进说。

在南川区汉场坝村，过去这里没有“法
律明白人”当参谋、出主意，不少村民对一些
法律法规、政策吃不透，很容易把一些鸡毛
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事激化成比较严重的矛
盾。

从2022年起，南川区按照每个村（社
区）不少于5名“法律明白人”的标准，在全
区244个村（社区）遴选培养“法律明白人”
1237名，而李先进就是其中之一。

在李先进看来，“法律明白人”是村民的
身边人，常年活跃在农家院坝、田间地头，既
熟悉社情民意，与村民有感情纽带维系，在
宣传法律法规、调解矛盾纠纷等工作时，更
容易得到各方信任。

但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农村矛盾纠
纷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法律明白人”遇到拿

不下的“硬骨头”时怎么办？这就需要“法律
顾问”来“助阵”。

“李书记，我的流转费到底什么时候才
能解决？”前不久，汉场坝村发生一起土地承
包流转纠纷，原本在村里流转土地经营苗木
种植项目的某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5
万元流转费用，涉及全村100余户村民的利
益。

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李先进也“拿”不
下来。他第一时间求助该村法律顾问韦延
伟。

两人“一唱一合”，李先进做好群众思
想工作、韦延伟从法律法规角度释法说
理，经过多轮沟通协商，最终协调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某公司支付 3万元，目前已
种植的苗木归村民所有，此纠纷得以圆满
解决。

据了解，为实化“社区（乡村）法律之
家”——“法律明白人”法治实践服务平台建
设，南川区还将“法律明白人”引入“法律诊
所”日常工作，实行“1+N”（1个法律顾问，N
个法律明白人）模式，同频开展普法宣传、法

律服务指引、纠纷调处等工作，实现把法律
顾问的法律专业优势与“法律明白人”人熟
地熟事熟等乡土优势充分融合，最终实现
1+1＞2效果。

截至目前，南川区“法律明白人”累计参
与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志愿者活动2800余
次，参与排查各类矛盾纠纷调解1.3万余件，
接受群众法律咨询1.2万余人次，帮助办理
各类涉法事务2200余件。

“法律诊所” 为村民精准把脉问诊

在南川区，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一个共
识——遇到矛盾纠纷，先去“法治诊所”让

“法治医生”精准把脉，为群众纾困解忧。
去年8月，南川区南平镇突降暴雨，南

川工业园区1家企业排水管道水量增大，急
流冲毁附近一鱼塘堡坎，致使下游20余户
农田稻谷受损。

由于农户与企业始终未能就赔偿金额
达成一致，大家一致决定转向“法律诊所”寻
求“良方”。

“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前往现场统计
受损情况，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认定损害大
小、做出初步调解方案。”南平镇红锋村“法
律诊所”的李茂娟说，在工作人员多次调解
下，相关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据介绍，近年来，南川区在基层探索建
立“法律诊所”工作机制，组织基层法律服务
所与部分人口稠密、社情民意较为复杂的社
区对接，采取“接诊”“出诊”“会诊”“辅诊”

“义诊”“网诊”等“六诊”模式，及时为群众提
供法律咨询、代写文书、申请法律援助等，让
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精准、便
捷的法律服务。

目前，该区的“法律诊所”已由最初的5
个扩展为25个，累计开展法治宣传1500余
场，接待咨询4.5万余人次，调解疑难复杂矛
盾纠纷2600余件，化解村民日常矛盾9800
余起，审查合同1870份，参与村（居）重大事
项决策1500场次。

“目前，我市正在南川等6个区县开展
城乡精准化普法项目试点工作，这些区县在
精准普法工作中的有益尝试，为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打下良好基础。”市司
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全市以精准普法方式促进矛
盾纠纷成功调解超9万件，举办反诈院坝
会、恳谈会等普法活动3200余场次。

南川推出法治观察员制度

让乡村治理难题看得见把得准能化解

南川区木凉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访汉场坝村电商直播场所，给直播博主作普法宣讲。
（市司法局供图）

▲10月22日，江津区双福街道破石社区农户陈坤海的红
薯地里，“搭把手”爱心姊妹团帮忙挖红薯。（右二为欧光先）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欧光先照顾女儿陈星羽。 （受访者供图）

爱笑的她：

是“瓷娃娃”女儿的“女超人”
也是“搭把手”志愿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10月22日，江津区双福街道破石社区
农户陈坤海的红薯地里，乡亲们正弯着腰，
手拿锄头、镰刀帮忙挖红薯。忙活半天，6人
挖出几筐红薯。

“谢谢哟！家里没人帮忙，要不趁着这
好天气把红薯挖完，过几天降温就要烂在地
里了。”陈坤海很是感激。

“陈大哥不客气，地里有需要再喊我
们！”说话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笑容亲切的中
年妇女。

她叫欧光先，是“搭把手”爱心姊妹团的
发起人，也是一个“瓷娃娃”的母亲。面对挫
折，她学会了笑对人生。

“女超人”给予女儿生命的力量

欧光先今年44岁，是嫁到江津农村的
贵州媳妇。

2003年，23岁的欧光先还与丈夫沉浸
在初为父母的幸福中，就遭遇晴天霹雳——
1岁多的女儿陈星羽被医院诊断为患有先天
性成骨不全症。这病俗称“瓷娃娃”，医生告
诉她，女儿可能会全身骨骼经常性断裂，正
常发育困难，最终会导致瘫痪，很难医治。

“我生的孩子，我要救，我要让她活下
去。”

“不管她将来什么样，我来养她。我是
她的脚、我是她的手、我是她的一切。”

……
短暂痛苦后，欧光先接受现实，带着“瓷

娃娃”女儿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
从小到大，小星羽哪怕是轻微地碰撞，就

可能造成严重的骨折。30余次骨折、21次手
术、多次生病住院。欧光先从23岁起就将生
活重心全部转向女儿，用她那小小的身躯背着
她、抱着她，20余次上北京、10余次到上海、
6次赴西安、无数次往返重庆中心城区……

一张张的往返车票、一次次漫长的求医
路，不仅折磨的是小星羽，更是消耗着欧光
先的坚韧和毅力。

“无数次想放弃，每次都安慰自己挺过这
次就好了。”欧光先告诉记者，女儿在重庆看
病的医院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她
舍不得坐从双福到重庆15元的大巴，每次都

是坐公交车到大渡口，再换乘轻轨到医院。
一个高温天，她耗时两个多小时赶到医

院，没挂上号。走出医院路过一家咖啡馆，
见里面的同龄人谈笑风生，忍不住在街头嚎
啕大哭。

由于疾病的罕见性，当女儿刚被确诊
时，身在农村的欧光先甚至找不到一个同病
相怜的过来人可以交流。随着对疾病本身
和医学发展的深入了解，她走出了漩涡：“想
通了，不影响生死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在欧光先寸步不离的保护下，女儿每天
坚持不懈锻炼，从站立开始练习，逐步提高
身体素质……陈星羽终于“跳”出了医生“一
辈子坐轮椅”的判断，现在实现了能和健全
人一样独立行走。

“因为我的妈妈无所不能，是个‘女超
人’。”求医康复之路痛苦心酸，但陈星羽仍觉
得自己很幸运，她说，妈妈常挂在脸上的笑容
和对生命的豁达和昂扬，给了她无穷的力量。

她的坚韧支撑“困苦”家庭洋溢幸福

今年，陈星羽已经23岁，病情稳定，生
活自理，就是有些“社恐”。

“娃不能天天在家，要有社交，最好有点
事做。”欧光先拜托亲戚朋友帮忙。正好，妹
妹的同学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可以让陈星羽
去当学徒，学习广告设计。

今年春节后，欧光先将女儿送到贵州，
开启人生新阶段。她告诉第一次出门的女
儿，笑对挫折，千万不要因生活“设置”的困
难模式而抱怨放弃。

“她永远对生活怀抱希望，乡里乡亲都
很敬佩她。”双福街道破石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张远淑与欧光先相识20几年，亲眼见她
用坚韧支撑起一个“困苦”家庭。

女儿常年求医问症，让这个本就不富裕
的农村家庭雪上加霜。欧光先咬紧牙关，鼓
励丈夫不要气馁，农闲时打零工补贴家用，
要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现状。

21年来，欧光先不仅要照顾年迈体弱的
公婆和“瓷娃娃”，还要承担大量的农活、家
务活。常年艰辛劳作，白发已爬上了她的双
鬓、皱纹已深陷她的脸庞，但曾经困苦的小
家庭也悄然走出泥潭。2009年，欧光先夫
妇还为小星羽添了一个弟弟。

去年，随着陈星羽病情稳定，欧光先在家附

近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计件工的工作，每月能
挣3000多元。“挣钱了，还交了新朋友，我很满
意。”她笑着说，只要心里有阳光，处处都灿烂。

心怀感恩
她发起成立“搭把手”爱心姊妹团

21年求医路上，欧光先遇到了很多好
人。无论是倾囊相助的亲朋好友、从未见面
却捐款捐物的外地老乡，还是素不相识的大
哥大姐一次指路之举，她都铭记于心。

“我得到了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不能
一一回报，只有尽我所能帮助身边需要帮助
的人。”2018年，欧光先联合老乡赵禄荣在
双福街道发起“搭把手”爱心姊妹团。如今，
这支爱心团队已有39人参与，他们中有工
人、农民、社区工作人员、教师……目标只有
一个——用爱筑力、用心呵护。

照顾失去父亲、母亲外嫁的儿童鄢烁
俨，帮助患有红斑狼疮疾病的困境妈妈江
凤，安慰患病青年白大华……6年来，欧光先
和“搭把手”爱心姊妹团开展爱心帮扶100
余次，关爱呵护需要帮助的群众80余人，捐
募义款、送出爱心物资7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