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韵花境迎嘉宾

第二届“良渚论坛”于11月25日

至27日在杭州余杭区良渚举办。为更

好地迎接海内外嘉宾、面向世界讲好

“文明圣地”故事，良渚道路已“上

新”——在通往论坛举办地的设计路

匝道旁，《宋韵余味》菊花主题花境已

布置安毕，为“良渚论坛”及城市道路

添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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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根郁

深秋时节，天气渐寒，不过淳安县文昌镇村民老

陈的心里却暖暖的，“没想到我们兄弟俩僵持了两个

多月的债务纠纷，你们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解决了，果

然是矛盾调解的高手，‘和为贵’调解工作室名不虚

传。”

近年来，文昌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积极吸纳退职村支书加入人民调解队伍，打造“和为

贵”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以讲“土话”、开“土方”的

方式，和风细雨化解矛盾，推动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和

信访源头处置精细化、人性化，成为基层治理的一块

金字招牌。其中，调解员卢飞2021年获得淳安县信

访工作专家称号、2023年获得杭州市平安卫士关爱

基金会成绩突出的人民调解员光荣称号。

（下转6版）

淳安县文昌镇：

用“土话土方”调解矛盾
“和为贵”铸就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陈岚

本报讯 昨天，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的

村党总支书记郑日福又一次和省里的方志

专家通了电话，敲定了第四部村志的编写

计划。

白沙村是全国最早出版村志的村庄之

一，1991年出版了第一版村志，被学界誉

为“村志第一村”。如今，3部村志被仔细

存放在村里新修的“村志馆”里，第四部村

志正在编撰筹备中。村志里的点点滴滴，

是一个穷乡僻壤的棚户山村，通过基层治

理的创新探索，蜕变为现代化城镇型示范

村的生动故事。

第一部村志的前几页，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1964年，白沙村成立第一个治

保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两兄

弟争执厨房地基的纠纷。调解员一番苦口

婆心的劝说，最终促使兄弟俩握手言和、达

成调解协议。

总结调解工作的经验，1982年，白沙

村订立了15条“村规民约”。再后来，治保

干部又制定出6条具体的调解举措。比如

村干部与案件有牵连者应回避，等等。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村里木材产业的

发展，村里又结合新类型的纠纷，对“村规

民约”的内容做了增补。例如规定了，“因

为自然灾害毁坏的林木，任何人不准进山

哄抢。捡得归还集体的，给予奖励”。

治保调解工作每一步的变迁，都被仔

细记录在了村志里。透过村志，可以看到

村里的政务越来越公开透明，村民参与村

级事务的渠道越来越多，公共服务的内容

越来越丰富。民主化、多元化，这些字眼，

也逐渐成为村子治理的“关键词”。

第二部村志的前页，有一张大合照。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2年，拍照那天正赶上

正月初二下大雪，除了几个在外地没回来

的村民，全村1300多号人都来了，其中年

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还只是刚刚出生的

婴儿。这是白

沙村人 5 年一

次的“全村福

约定”。

“ 修志多

年，全村人的认

同感和凝聚力

越来越强。”郑

日福介绍说，村

里每10年举办

一次“百家宴”、

5 年拍摄一次

“全村福”，人心

越来越齐、治理

也就越来越顺

利。

“地方志，不仅是了解一个地方风土人

情、历史文化的窗口，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

参与者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进

行有效治理的重要参考。”凤林镇党委书记

徐亿雄说。

“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

村口的大石头上，红色墨水镌刻的大字是

白沙村人新的期待和愿景。

村志里的“村治”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胡筱俊

“在 2 平方公里的监测范围之

内，发现并确定中华穿山甲20余只，

而且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在同一个

时间段里，发现有老、中、亚成年三代

同时出现，这在国内非常罕见。”一个

月前，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在金

华婺城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

称南山保护区），野外科考人员通过

红外相机观测到“三代同堂”的穿山

甲生活痕迹。

在野外，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的中华穿山甲鲜少被人发

现踪迹。如今它们频频现身金华，既

是保护成效的体现，也是一段生态修

复的开始。这种变化，也与浙江健全

公安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生态警务

机制分不开。近日，记者跟随金华公

安的生态警长，前往南山保护区，了解

穿山甲“三代同堂”背后的故事。

生态警长带着义警巡护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

在山间，齐一平和生态义警队队员们

从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琅琊派出所

出发，前往南山保护区。

南山保护区位于金华南山的核心

区块白沙溪源头，涉及婺城区沙畈和

箬阳两乡行政范围，目前是全省面积

最大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省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一般情况下，派出所每月不定期

与相关职能单位组织一次联合巡护

外，日常则由生态警长与生态义警队

员们进行不定时段、不定区域巡护。

领头的齐一平，是琅琊派出所的

教导员，身后跟着的10名生态义警大

多都是当地的村民。“小时候，我就跟

随家人在山林里生活。”生态义警队员

兼南山生态保护区护林队队长傅罗兴

回忆，“以前山里的野生动植物很多，

像老鹰、豹子等猛禽猛兽也都有，但后

来就看不到了。”

搬出深山，奔向共富。南山保护

区周边群山连绵，生态优良，但山区群

众在住房、出行、求学、就业等方面存

在诸多的现实难题。这些年，当地政

府为改善山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先

后实施了下山脱贫、下山移民等一系

列异地搬迁工程，山区群众也响应政

府号召，生态搬迁移民，下山安居创

富。

傅罗兴和18位村民因为从小喜

欢这片山林，就选择当起了生态义警

兼护林员。 （下转4版）

“三代同堂”的穿山甲为何频频现身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