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20242024..99..1111 星期三星期三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平安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雯馨

本报讯“白天不敢出房门，晚上也没

法睡觉，这哪是养老？简直是遭罪！”由于

附近工厂日夜不停开工，今年以来，海宁市

某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饱受噪音困扰。

5个月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了海宁市人

民检察院。近日，在检察院召开的公开听

证会上，这事终于有了解决方案。

海宁某养老服务中心是许村镇在

2011年前开办的养老机构，里面居住着

60多名老人。养老院最初成立时，附近还

没有那么多工厂。近些年随着工业发展，

周边的厂区越来越多，几乎形成了一个包

围圈。

“平时工厂作业有声音是常态，以前还

能接受，可现在已经影响正常生活了。”中

心负责人叹气道。原先还只是白天作业，

如今晚上也不停开工。机器作业的声音此

起彼伏、震耳欲聋。为了这事，他们曾多次

跟工厂沟通过，但几乎没什么效果。

今年4月，海宁检察院接到举报线索

后，检察官鲍艳艳联合许村检察室检察官，

到养老中心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工

厂作业时，人站在养老中心户外位置，面对

面说话都难以听清。还有许多老人的房间

紧挨着作业的厂区，窗户都没法开。“就算

关上窗，晚上在安静的环境下，声音也比较

清晰。”职工们也纷纷反映，大家都睡不好，

白天服务老人也没精神。另经委托第三方

检测公司现场检测，工厂作业确实存在噪

音超标情况。

为什么噪音问题会突然严重起来？“这

段时间厂里订单暴增，为了赶工，我们现在

都是白天黑夜两班倒。”某纺织企业负责人

一脸为难道。原来，前段时间国潮时尚单

品马面裙火爆出圈，带火了全国最大提花

面料生产基地许村。如今，几家纺织企业

生意都很好，工人只能昼夜不断生产赶工。

可企业要生产，老人们的合法权益也

要保障。鲍艳艳说，既然企业生产存在噪

声排放超标情况，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减轻噪声污染。从周边几

家企业的厂区情况看，基本上

没有进行降噪处理，对周边老

年人正常生活、休息产生了严

重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为此，海宁检察院向当地

环保局制发了检察建议，要求

对噪音污染问题进行处理，并

严格工业噪声管理，切实解决

噪音扰民问题。

很快，涉事的几家企业就

对此作出整改。“他们在车间里

加装了隔音板、隔音棉等隔音

设施，声音已经小很多了。”养老中心负责

人反馈，最近老人们都没再反映噪音问题。

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降噪手段毕竟

治标不治本。目前，养老中心所处的区域

周边均有厂房，并不宜居。后续若有更多

企业进驻，仍旧可能存在噪音或者其他影

响生活的问题。

为了平衡企业生产经营和老年人权益

保护，海宁市检察院又召开了听证会，邀请

政府部门、养老中心代表、企业代表、人民

监督员代表参加，共同商讨问题解决办法。

这次会上，听证员们一致认为，只有养

老院搬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各

方达成共识：将重新选址，尽快推进新养老

中心建设，为老年人营造舒适安静的生活

环境。

马面裙大火，面料厂昼夜不停赶工

被工厂噪音“包围”的养老院，何去何从？

以“乡里访亲”为依托，钦堂乡实施“三

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与人

民法庭）联动工作机制，实现了基层政法资

源的高效整合与快速响应，为矛盾纠纷的

化解按下了“加速键”。

今年以来，乡社会治理中心新成立了

“三所一庭”联合接待窗口，在窗口显著位

置公示了司法所、派出所、律所及法庭的接

待电话。同时，设定了固定接待日，让群众

寻求帮助更为便捷。而有了“三所一庭”联

动机制，在“乡里访亲”过程中，乡村干部们

遇到复杂政策或法律难题时，也能够向法

官、律师等专家咨询，大大提升了矛盾纠纷

的化解效率和群众的满意度。

今年5月，谢田村一名村民不幸意外去

世，其家属获得了105万元的理赔款。然而，

该村民生前欠下了共计145万元的债务，涉

及债权人多达23人。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原本就复杂的债务关系更加难以处理。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村委会、乡司法所

及法院通过联调联处，共同寻找解决方

案。“考虑到债务人的实际经济能力，全额

偿还债务并不现实，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对

待。”8月28日，一场针对该起债务纠纷的

专项调解会在谢田村举行，乾潭法庭的庭

长花林昌，以专业视角详细分析了债务人

的实际经济状况，并向债权人阐述了相关

法律。随后，在人民调解员、村委会等各方

的协调下，债务人的妻子展现出积极态度，

主动提出愿意拿出73万元赔偿款用于清

偿债务。同时，债权人也慢慢表示理解与

包容。最终，各方达成共识，这起复杂的债

务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以“乡里访亲”为“小切口”，钦堂乡实

实在在将一个个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

了“幸福账单”。截至目前，钦堂乡已通过

“乡里访亲”收集矛盾纠纷线索175件，受

理并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19件，群众满意

率高达95%以上。

“乡里访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上接1版）

此前，老徐为他人借贷担保，引

起借贷民事诉讼，因借款人无力偿还

债务并败诉，导致老徐也被列入征信

黑名单。乡平安法治办工作人员找

到借款人，积极促成老徐同借款人协

商，通过实体抵押偿还了全部借款。

老徐想要恢复信用记录，得知此

事的汪发林，就把事情记在了“走访

登记本”上。此后，他和法院的工作

人员积极对接了银行部门。核实情

况后，银行同意解除老徐的担保责

任，并通过征信部门及时更新老徐的

征信记录。

村里情况清、重点户头清、急难

问题清……联系大溪边村2年来，汪

发林的“走访登记本”上已密密麻麻

记录了近百条记录。其中，村里的征

迁户、信访户、困难户的重要信息更

为详尽。“能当面解释的问题我们就

当面解释好，一时解决不了的就登记

下来，再做好交办和回访。”汪发林

说，不管是自己主动下访还是村民上

门求助，最重要的就是把群众当亲人

看待，把群众的事当自家事来办。

有事帮办，无事联心。随着干部

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村民们

也越来越把他们当“自家人”。涉及

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

大家都能够“打开天窗说亮话”，乡干

部也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了解了更

多的社情民意。

网格勤访，织密隐患“发现网”网格勤访，织密隐患“发现网”

除了集中夜访外，钦堂乡还建立了常

态化的网格化问题收集机制。全乡25个

网格、140个微网格的500余名专兼职网

格员以及7名村警，80%以上时间沉在村

里，及时捕捉村里发生的各种情况，让更多

问题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并上报。

“幸好有网格员的提醒和村警的及时

阻止，不然我的钱就转过去了。”老马是一

名外来务工人员，回忆起自己险些遭遇电

信诈骗的经历时，他仍心有余悸。

在一次网格巡查中，网格员许聪聪敏

锐地察觉到了老马存在被诈骗的可能，于

是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并联合村警及时

上门劝阻，成功将这一起电信诈骗扼杀在

了摇篮中。

“前段时间大货车经过溪泉桥边，把那

里的路弄破了，有些村民没注意看路摔倒

了。虽然破损面积不大，但影响了大家的

出行安全。”上个月，葛塘村村民郭爷爷来

到基层联络点反映问题。“我们去现场看过

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已经通知工人过来

修缮了，谢谢您的反映。”村委会副主任裘

樟柱握着郭爷爷的手笑着说。

为了更好地倾听民声、汇聚民智，钦堂

乡还创新打造网格微单元议事法。例如在

葛塘村，通过在村民家中设立联络点以及

打造“古树议事点”“聚贤议事亭”“听泉议

事廊”等百姓议事点，为村民提供了一个畅

所欲言、共商共议的平台。这种接地气的

议事方式，不仅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热情和积极性，还有效解决了许多实际

问题。

以葛塘溪“恋乡谷”漂流项目为例，面

对部分村民的不理解，村两委在“古树议事

点”组织召开了议事会，邀请项目方详细介

绍项目情况，并耐心解答村民的疑虑和担

忧。通过深入沟通和努力，村民们逐渐认

识到项目的积极意义，表示愿意支持项目

的推进。

防调联动，按下解纷“加速键”防调联动，按下解纷“加速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