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叶镇蔷薇花开引客来后叶镇蔷薇花开引客来
本报讯（记者 谭启云 向鹏

城）满架蔷薇一路香，微风吹过

花枝颤。眼下，后叶镇吉庆村上

万株蔷薇迎来盛花期，吸引众多

游客慕名前来拍照打卡。

走进吉庆村，粉色、桃色的

蔷薇花海如绚丽的锦缎般铺展

开来。一朵朵、一簇簇蔷薇竞

相绽放，在碧绿的枝叶间织就

一面天然的背景墙。游客们置

身花丛中，或赏景拍照，或穿行

花海，成为初夏时节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蔷

薇花廊，仿佛整个人都置入花

海当中，蓝天、白云、村舍在花

朵的映衬下，美得像一幅画！”

专程从县城自驾而来的游客王

格格一边拍照，一边赞叹。

据介绍，蔷薇花香气幽微，

生命力非常顽强，花期可持续

一个月左右。近年来，当地以

花为媒打造集研学实践、休闲

观光、亲子游乐的田园综合体

验区，实现农业资源深化和优

化的双重提升。
游客在赏花拍照游客在赏花拍照

2

编辑 周光清 版式 向奕静

2025年5月14日 星期三

法理为犁 情理为垄——从一场土地纠纷看基层治理的破题之道
春夏之交的云阳田间，一条新划

的界沟旁，玉米苗在细雨中舒展腰肢。

这场持续五年的土地纠纷化解，恰似基

层社会治理的微缩样本：当法理与情理

在阡陌间交织，当制度刚性邂逅乡土智

慧，一幅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图景

跃然眼前。

土地边界纠纷看似是“一垄之

争”，实则是基层治理的“综合考题”。

张老伯的维权之路，暴露出农村土地权

属的历史遗留症结：两次确权未到场指

界的现实困境、自然侵蚀下物理界标消

失的客观难题以及“认死理”与“争口

气”的心理隔阂。检察官聂远团队“首

查症结、再暖人心、终解法结”的递进式

调解，恰似精准破局的“钥匙”——用测

绘图纸破解物理边界迷局，用残疾补助

申请撬动情感坚冰，最终以民法典条文

筑牢和解根基。这种既尊重程序正义，

又追求实质正义的解题思路，正是基层

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生动注脚。

从“裹着寒气聊庄稼”到“土话释

法解心结”，三次登门勾勒出矛盾纠纷

化解的进阶路径。第一次勘察是专业

主义的在场，用测绘仪丈量出事实真

相；第二次家访彰显人文温度，在家长

里短中重建信任纽带；第三次调解则

是法治能量的释放，让《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的条文化作田间可触可感

的公平线。这种“技术+情感+法理”的

复合型调解模式，既跳出了“和稀泥”

式调解的窠臼，又避免了机械司法的

冰冷，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解

题公式。

新划的界沟不仅是土地的分界

线，更是基层善治的起跑线。当检察机

关从“坐堂办案”转向“带案下田”，当法

律文书上的“本院认为”转化为老乡能

听懂的“掏心窝子话”，治理效能的提升

便有了具体表达。这场纠纷的化解启

示我们：基层治理既需要民法典这样的

“硬规矩”定分止争，也离不开“老理儿

新说”的软性智慧；既要善用测绘仪丈

量土地，更要懂得用心尺丈量人心。

细雨润物，新苗破土。云阳田间

这道重归清晰的界沟，丈量着基层治理

现代化的坚实步伐——当法理为犁翻

开板结的矛盾土壤，当情理作垄培育和

谐的治理生态，新时代的乡村大地，必

将生长出更多“化干戈为玉帛”的生动

故事。

（贺元河）

梯城小议

五载“斗气田”终成“和气垄”

云阳检察官“三顾”解心结
本报讯（记者 贺元河）“有了这条

界沟，再不用为地垄红脸喽！”前不久，

在云阳某村的田间，73岁的张老伯沿

着新砌的界沟弓腰细看玉米苗长势。

前来回访的检察官聂远发现，曾经剑

拔弩张的争议地块，如今已被整齐的

田垄覆盖。

曾经，因相邻土地关系引发的土

地纠纷，让张老伯与邻居争执了整整5
年。在检察机关“首顾问原因、再顾稳

情绪、三顾解心结”的递进式调解下，

涉案双方终于赶在春耕结束前划下清

晰边界。

这场拉锯战始于2020年5月。在

外务工 13年的张老伯返乡发现，自家

承包地边界模糊，面积“缩水”，认定是

邻居姚某某挖塌所致，因此便一纸诉

状告到法院。但因证据不足，历经一

审、再审均被驳回。

揣着卷了边的 2011 年版土地承

包证，张老伯 4年间辗转乡县市三级

申诉未果，最后找到了县检察院。“程

序上虽无瑕疵，但矛盾并未真正化

解。”承办检察官聂远翻开《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篇，决定从相邻关

系入手破局。

今年 2月 11日，春寒料峭。聂远

带着测绘图纸钻进田间，发现症结所

在：两次土地确权张老伯均未到场指

界，加上雨水冲刷，界坎早已难辨。更

棘手的是，当年见证人也说不清具体

边界。

“您这玉米种得精神，亩产得有多

少？”3天后，裹着寒气的检察官迈进张

家院坝，却先聊起了庄稼经。见老人

眉头稍展，又顺势提起：“要是符合条

件，我们能帮着申办残疾补助……”

真正打破坚冰的是第三次登门。

聂远把土地示意图铺在木桌上，指尖

划过新旧界标：“老伯，法律讲究证据，

咱得认这个理。不过村委会划的新界

沟，保准您耕作不受干扰……”两个小

时的“土话释法”，让老人逐渐点头。

春耕结束前，在检察官见证下，两家

人以北方边沟为界重新划垄。暮春细雨

里，嫩绿的秧苗正从新界破土而出。

“土地纠纷看似是家长里短，实则

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聂远拍掉裤

脚的泥巴说道。这场“首查症结、再暖

人心、终解法结”的递进式调解，不仅

让五载积怨烟消云散，更在阡陌间划

出了法与情的和谐线。

(上接一版)白皮书强调，中国国

家安全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

责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

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高质量发展，维

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确保新

兴领域安全可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中国重视统筹

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推动开放和

安全相互促进、协同提升。中国国家

安全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体系

化和机制化为主线，健全联动高效的

国家安全体系，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

安全能力。

白皮书指出，全球安全倡议既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也是总

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中国统筹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主张加强全球

安全治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

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变革。

(转自《人民日报》)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

于做好 202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工作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做

好普惠金融大文章、提升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质效。通知要求深

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各级派出机构要持续深

化央地协同，强化“四级垂管”效

能，协同配合区县工作机制提升

企业摸排和筛选质量，推动解决

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和问题。推

动向外贸、民营、科技、消费等领

域小微企业倾斜对接帮扶资源。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公平精

准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授信业

务。加力支持小微外贸企业，

依托进出口贸易场景及订单、

物流等数据要素，提升信用评

估和金融服务水平，促进稳外

贸稳增长。着力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丰富完善金融产品，为

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科技创新

发展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

务。强化住宿、餐饮、文旅以及

新场景新业态消费领域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金融支持，助力

扩内需促消费。

（转自《人民日报》）

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推动向外贸、民营等领域倾斜对接帮扶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江琦琦 柳

丹）近日，在农坝镇，伴随着轰隆

声，一批高标准农田项目正加紧

建设。

近年来，农坝镇加快推动高

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累计完

成高标准农田改造4000余亩。

据悉，农坝镇山地面积占比

超过70%，过去由于地块分散、坡

度陡峭、灌溉困难，农业生产效益

较低。为解决这一难题，该镇近

年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通过“坡改梯+宜机化+智慧

化”综合改造，以及配套建设机耕

道、灌溉渠系等举措，实现了小型

农机上山作业和节水灌溉到田，

真正让山区“巴掌田”变身“吨粮

田”。

种粮大户王大爷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我家30亩地改造后，

机械化程度从30%提高到80%，

预计今年水稻亩产能突破600公
斤，比往年增产20%以上。”更让

王大爷高兴的是，通过“稻油轮

作”新模式，每亩地的收益超过了

2000元。

农坝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5年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惠及

1300余户农户。

高标准农田建设显成效
农坝镇

乡镇资讯

本报讯（通讯员 叶宗美 赖

红兰）近日，双江街道稻场社区

组织各类行业志愿者在紫云台

小区，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以实际担当践行社会责任，

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活动现场，各行业志愿者分

工合作，以专业细致的服务温暖

着每一位居民。在理发现场，志

愿者耐心倾听服务对象的个性

化需求，仔细询问发型偏好，精

心设计出既清爽大方又彰显精

神的发型；另一边，家庭服务行

业协会志愿者用自己专业的设

备免费为居民清洗家电用品，并

为他们讲解日常生活中维护保

养家电的小技巧。

同时，来自社区的工作人

员针对附近的环境卫生展开整

治行动，重点清理楼道堆物、绿

化垃圾杂物及卫生死角，同步

整治乱张贴现象，用汗水换来

小区路面洁净如洗、绿植生机

盎然。

志愿服务进小区
双江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熊中平 敖

杰 梅霜）近日，云安镇对辖区内

农资经营门店开展专项检查行

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重点进行

了农资经营门店的经营资质审

核、产品合规性抽查、台账管理规

范抽查；重点排查农药、兽药饲料

经营单位的许可证持有情况、购

销台账完整性及储存条件是否

达标，强化对农资产品来源追溯

和质量管控。

通过检查，发现辖区内 9家
商户部分存在台账不完整、兽药

储存不规范等问题，检查人员责

令限期整改，并开展普法宣传，向

经营者发放《农药管理条例》《兽

药管理条例》等资料，强化商户合

法经营意识。

云安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联合多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机

制，严打违法行为，确保农资市场

安全有序，为农业稳产增收保驾

护航。

开展规范农资市场专项行动
云安镇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7 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当天，中国地震局在湖南

韶山举办第二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

主场活动，正式发布《防震减灾基本

知识与技能大纲》，这是全国层面首

次编制的防震减灾基本知识与行为

技能规范，旨在系统提升公众防灾意

识和应急能力，筑牢社会安全防线。

本次活动以“防震减灾 共筑

平安”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

形式，通过举办科普展演、应急演

练、图书捐赠、专家讲座等活动，向

公众普及科学避险知识与自救互

救技能。

现场发布的《防震减灾基本知识

与技能大纲》包括 18 条内容及其释

义，分为“基本知识和理念”“基本行

为和技能”两部分，涵盖地震空间分

布规律、地震预警、震时应急避险技

能、震后生活技能等方面内容。

活动期间，中国地震局通过网络

和新媒体发布震后学校应急避险疏

散典型案例，介绍了四川、青海、福

建、云南、河北等地 5所中学的“教科

书”式避险疏散经验。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张勤表示，

加强防震减灾科普是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举措，本

次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

防震减灾工作的关注，推动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为

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筑牢坚实的社会

基础。

近年来，中国地震局会同相关行

业部门、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持续

推动防震减灾科普深入基层，特别

是联合教育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

开展的“地震科普 携手同行”主题

活动，已惠及全国 2.8万所学校。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全国层面首次！《防震减灾基本知识与技能大纲》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 傅小贵来）

近日，龙角镇组织龙角派出所、

龙角镇中心卫生院、各村（社区）

联合开展了防溺水应急演练，以

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锤炼队

伍、提升意识，全力织密夏季安

全防护网。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了辖区

某山坪塘发生群众意外落水险

情的紧急情况。在接到群众落

水报警后，现场指挥小组迅速启

动了应急预案，镇村应急救援队

伍、民警、医护人员等携带救援

装备迅速赶赴现场。根据预案

分工，民警迅速拉设警戒线，维

护现场秩序；应急队员利用救生

圈、长竹竿、长绳等救援工具展

开水面搜救，安全地将落水者护

送上岸；医护人员对落水者立即

实施了控水、心肺复苏等紧急医

疗救治。

演练活动结束后，网格员向

周边群众普及防溺水“七不六

要”知识，提醒家长们进一步加

强对未成年儿童的监管与教育

工作。同时，医护人员在现场进

行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

技能的示范培训，并邀请了现场

群众参与实际操作练习。

龙角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此演练活动为新的起点，将防

溺水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抓紧抓实。通过增设防护

设施、组建巡逻队伍、开展暑期

安全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构

筑起防溺水的安全防线，确保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

保障平安龙角的建设。

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
龙角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