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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内，他是一名普通职工；8小时外，他是
普陀“70网格小组”的组长。每天早上晨练完毕，
周永成都要绕着他所在的小区香榭花园再走一
圈，看看哪有停车问题、哪有白色垃圾等等，然后
统一向物业反映，这早已成为他这个业委会主任
的生活日常。

“服务居民促和谐，我们网格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每年举办一次文化节，虽说是大家凑热闹看
看节目，但我们的初衷是让大家多交流多互动，促
进邻里关系啊。”周永成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
让人感觉到一股热忱劲。

春节前的一天，小区居民吴海珍在下公交车
的时候被一辆电瓶车撞倒，风雨交加，附近又拦不
到出租车，吴海珍的丈夫只好拨打小区爱心专线
求助。爱心车队负责人周永成开着私家车马上赶
了过去，将吴海珍送到了医院。“老周怕我不方便，
还坚持在外面一直等我处理好伤口又把我送回
家，实在是太感谢了。”爱心车队让吴海珍一家感
受到了温暖。

看到周永成的这份热心，更多的居民也自愿
加入到了网格服务中来，凝聚力骤然提升，“他做

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他忙早忙晚，都是为了
小区。”因为深受感动，70 多岁的严伟忠老人也
尽自己所能积极地参与小区活动。在周永成的
带领下，小区组建了楼道组长服务团队、业主和
谐促进会、小区网格调解室、网格员服务团队等
多个志愿组织，平均每 3 户居民家里就有 1 人参
加服务小组。遇到小矛盾了，楼道组长组织邻居
友好约谈；遇到突出矛盾了，小区网格调解室组
织协商调解。

从2012年开始，香榭小区业委会每年都有一
份3万元的业主互助基金，主要用于看望生病住
院的业主，奖励考入军校、参军入伍的居民等等。
几个月前，小区业主翁女士生病住院，出院后在家
休养，周永成得知后就带着慰问金代表广大业主
上门探望，令她十分感动。点点滴滴的小事，汇集
成了居民对周永成的信任，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很多相关部门和物业都没法解决的事
情，周永成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就巧妙地解决了。

“有事就找我们周主任啊！”居民们常说的这句话，
就是对周永成最大的肯定和褒奖。

成效：如今，“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经

成为普陀区的一张金名片。近年来，普陀区按照
“规范深化促提升、创新举措求突破”的思路，坚持
维稳为主、群众为本、文化为要、科技为基，积极实
施“平安品牌”“和谐品牌”“人文品牌”和“智能品
牌”等四大品牌战略，推行网格标准化、规范化、信
息化、品牌化和防范系列化“五化”建设，“网格化
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发展，为平安普
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仅是让双方当事人
对结果满意，更是要化解双方身上的戾气，这才是
调解员最终的价值体现。

芦锡明就是这样一位调解员，“到我这里的都
是难度较大的死亡赔偿案子，多的时候一个屋子
里七八十个人一起围着你，所以调处工作一定要
做到合情、合理、合法。”每次接触案子，芦锡明都
会从法律规定、案件性质、事故责任、赔偿方的经
济能力等几点来充分考虑。正是因他方法得当，
得到了群众100%的满意率。

在交谈中，记者发现同事都喜欢叫他“老芦
叔”，而且这位“老芦叔”为人风趣幽默，讲话爱打
比方。比如他常说，“牙齿硬，再硬的骨头都啃得
动；牙齿软，再软的骨头也不好啃。”

芦锡明担任普陀区综合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主任后，“啃”过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一起
重大海损事故。这起事故中，7人失踪，纠纷涉及
到3个乡镇，芦锡明接下调解任务后立即赶赴7名

失踪船员的家庭所在地，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
况、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亲属思想动态，然后又
马不停蹄地到海事、港务等相关部门寻求协助，
防止船东转移资产，并研究制定调处方案，明确
调处方法、步骤、应注意的细节问题和关键环
节。最终，经过他“背靠背”的调解，遇难者亲属
代表和船东很快达成了赔偿协议，一起重大矛盾
纠纷得以化解。

“阿明哥，这案子全靠你了，实在处理得太好
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前段时间，芦锡明
帮张阿姨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虽然事情过去了，
但张阿姨还总来找他聊聊家常。而这样的场景，
在芦锡明的办公室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从事基层
调解工作20多年，芦锡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个
性，他说，“调解没有固定模式，就是要实事求是，
因人而异。”凭着这样的态度，“阿明哥”赢得了当
事人的信任，也在调解领域多了好多“回头客”。

成效：自“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建设”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普陀区积极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探索矛盾隐患化解途径，初步建立了党委领
导、综治牵头、司法主导、各方参与的矛盾多元化
解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多方式化解、多途径
保障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有效促进了社会
的和谐稳定。2016年，全区共化解矛盾纠纷5711
起，调处成功率98.6%，其中化解重大矛盾纠纷565
起，调处成功率99.7%。

芦锡明：风趣的“老芦叔”善啃“硬骨头”

“海上老娘舅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首先你得
有一定的威信，再者要熟知渔业的基本知识，还
要会做群众工作，并且做到公平公正。”普陀区海
事渔事调处中心主任应琦告诉记者，“海上老娘
舅”邱安全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起话来爽，处理纠
纷快。

如何才能做到让渔民心服口服，并树立一定
的威信呢？邱安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渔港内每
年都有因网具、碰撞引发的海上纠纷，双方各执一
词、各不相让，但他一听，马上就能根据渔船的生
产方向、朝向以及潮水等各方面因素，分析出一个
让双方都信服的结果，而这些都要归功于邱安全
丰富的海上经历。

在成为老娘舅之前，邱安全当了 20 年的渔
民，此后又担任了25年普陀区朱家尖樟州村的党
支部书记，无论是渔业方面的知识，还是处理群众
工作的能力，他都不在话下，这也是普陀区聘请他
为海上义务调解员的主要原因。

想起去年3月7日发生的一起瑞安渔船和普
陀渔船碰撞事故，邱安全还是心有余悸。“海上老

娘舅的第一要务就是控制事态的发展，不要让影
响继续扩大。”得知事故情况后，邱安全马上告知
船上渔民不要有过激行为，等船拢洋后再到普陀
区“海上老娘舅调解室”处理。几天后，两船船主、
船老大相约来到调解室，邱安全和瑞安的海上调
解员章奎定一起主持调解，两人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终于促成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一起可能引发
的群体性斗殴事件。

“跟渔民沟通就是要爽快，在坚持原则的同
时，方法很重要，同样一句话，你去讲和我去讲，起
到的效果就不同，这就是技巧。”简单的一句话，却
道出了邱安全多年的海上调解经验。

成效：目前，普陀区共有调解船只 409 余艘，
调解人员696人，其中区级带头调解船老大40名，
乡镇级带头调解船老大 125 名，村级带头调解船
老大244名，并聘请了5名海上义务调解员，建起
了海上调解体系和海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近五年来，三级海上义务调解员参与调处海上纠
纷1100余起，其中海上义务调解员调解海上纠纷
270余起。

邱安全：跟渔民说话 就是要爽快

芦锡明

为百姓服务 为普陀添彩
平安普陀创建中的基层“螺丝钉”

13年的平安普陀创建，除了离不开舟山市普陀区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外，更离不开这样一群人的大力支持和
辛勤付出。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基层，为百姓服务，为普陀添彩，用实际行动诠释“平安”二字。可以说，平安普陀硕果
累累，他们功不可没。

周永成：服务居民的网格组长有爱有激情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庄斌武 俞英超

周永成（左二）

邱安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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