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峰村坐落在雪峰山脉巍峨的峨峰岭深
处，由原峨峰、联盟两村合并而成，这里植被
繁茂，数十座尖峰错综相交，是洞口县杨林镇
最偏远的村落。峨峰村2000余人，平均海拔
780 米。“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
后”，是外人对峨峰村的第一印象。

2017年，李平以优异成绩考入杨林派出
所辅警队伍，在芭蕉村当了 2 年“一村一辅
警”后，2019年初，所领导考虑给工作成绩突
出的李平调整岗位，但没想到，李平却主动要
求调往辖区条件最艰苦的峨峰村。家人和朋
友很不理解，感觉不可思议，不少人认为李平
在犯傻，这是在“走退路，开倒车”。而李平却
非常坚决：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能锻炼
提升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峨峰岭蜿蜒盘旋的山路上，不论烈日
灼人，还是冰霜暴雨，每天总能见到“一村一
辅警”李平的身影。由于村里青壮年大都外出
务工，村里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所以李平也
是村里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除
了每天开展日常巡逻外，李平需要挨家挨户
排查各种隐患，及时了解村内治安情况，时不
时还要充当村里的劳动力……

闲暇时，李平会陪伴独居老人拉家常，了
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因为老人们不太会使用
智能手机，李平又成了他们的“信使”，做他们
与外面亲人的中间联络人，实时传递各种生
活动态，让在外的亲人少一分担忧，一定程度
上也减少了在家老人的思亲之情，使双方都
能够安下心来。

202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
李平回到家正准备歇息，突然接到一个求助

电话，远在广东的求助人李某得知家中74岁
的母亲突发疾病，不知如何是好，不得已只好
寻求公安机关救助。情况万分紧急，救人如救
火，李平接到指令立即驾车前往。在崎岖的山
路上，李平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求
助人家中。第一时间快速找到发病老人，将老
人送往医院后，李平又贴心为老人办好住院
手续，直到老人的女儿赶到医院才离开。因为
就医及时，老人脱离了危险。对于李平的热心
帮助，李某家人感激不已。用峨峰村村民的话
来说，李平就像他们大家的亲人，是大家的定
心丸，只要有他在，大家就很放心很安心。

2020年春节疫情期间，李平始终坚守在
防疫一线，挨家挨户排查隐患，宣传防疫政
策，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村民不要扎堆聚集，
外出要记得戴口罩，并每天给村民测量体温。
只要发现有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就认真登记在
册，督促他们做好居家留观工作，遵守防疫规
定。有段时间村民一看到李平来了，就开玩笑
说道：李警官又要来给我们上课了！

因为峨峰村道路路情复杂，李平每天都
会检查通往村里的村道情况，一旦发现隐患，
立即前往解决。今年夏天，暴雨导致峨峰村梯
楼岭有处山路塌方，李平马上在村微信群提
醒大家注意安全，很快村里劳动力踊跃加入
了这次抢险活动，你一锄，我一铲，几吨重的
石头全凭人力挪走，接连忙碌了几个小时，道
路终于通畅了，望着一个个浑身是泥的“泥
人”们，李平脸上笑开了花……

夏天到了，溺水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只要有空，李平就会去村小学给孩子们宣讲
防溺水知识。幽默诙谐的语言，有趣的互动，

让孩子们深刻了解下山塘、下水库游泳的危
险性，李平很快也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现在
孩子们只要看到李平，大老远都会高喊一声：

“李老师！”
“只要大家过得好，所有的累，都是值得

的。到最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深夜，今年36岁的李平在日记中写道。

李平很普通，却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普通的成绩；他很平凡，却用行动践行了

“老百姓是天”的诺言。
“青年者，国家之魂。评判一个国家有没

有美好未来，关键是要看这个国家的青年一
代是否争气。如果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抱负、
敢担当，那么，这个国家必定欣欣向荣。”从李
平身上，人们看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

村 警 李 平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李碧峰 谢志军

李平在给留守老人理发。

编者按：“一村一辅警”本来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
高。在洞口县杨林镇，有这么一名“一村一辅警”，放弃相
对安逸的岗位，主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他被人称为

“傻子”。然而就是这个“傻子”，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成为
大山深处老老少少“最亲的人”。近日，我们走进雪峰山腹
地，搜寻李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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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消弭纠纷的‘催化剂’，只要找
到情感引信，就可引燃双方尘封的情感，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三级高级法官张秀华曾在
我市两级法院工作数十年，总结自己30多年
的法官生涯心得，他如此简述。

两级法院的工作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
在化解家庭、邻里纠纷时，既要讲法律，更要
讲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

刘某云与刘某胜系亲兄弟。1987年3月，
弟弟刘某云外出务工时，出借所属0.3亩耕地
给哥哥刘某胜耕种。2008年2月，刘某胜趁刘
某云长期不在家，私自将所借耕地以自己的
名义承包给他人，并收取租金。2016年3月，
刘某云要求刘某胜返还耕地，但刘某胜认为
该耕地按理应该属自己了，两兄弟因此出现
嫌隙，多次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经乡、
村两级干部数次调解无果，刘某云将哥哥刘
某胜诉至法院。刘某胜败诉，提起上诉。

经过开庭审理，案件事实已经非常清
楚，刘某胜也认可争议的耕地原来属于刘某
云，但就是不愿归还。考虑到该案矛盾由来
已久，矛盾处于激化状态，特别是刘某云自

愿将耕地借给刘某胜耕种已经有20多年，简
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解决争议耕地使用权
的归属，却不能解开兄弟之间的心结，于是
张秀华召集兄弟俩做调解工作。

“兄弟之间骨肉情，打断骨头连着筋，
区区三分水田，值得你们折腾这么多年，值
得把兄弟变成仇家吗？”在向兄弟俩释法明
理后，张秀华从兄弟感情出发，拨动两人之
间的血脉亲情。“假如你们的父母在世，他
们看见你们兄弟之间为了一点小利抛弃亲
情，他们会有何感想？假如你们的儿女也学
着你们这样，你们又将如何面对？”张秀华
进一步劝导。

见兄弟俩慢慢面有愧色，张秀华趁热打
铁，对主要过错方刘某胜进行批评教育：“古
人说，长兄为父。身为兄长，不仅在弟弟有需
要时不照顾弟弟，反而侵占弟弟的财产，何
以为兄？何以面对亲戚朋友？何以面对乡里
乡亲？”张秀华同时巧用“孔融让梨”“王泰让
枣”“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典故和俗语，引
导兄弟俩学会包容与关爱。“你们一母同胞，
从小生活在一起，历经多少风雨，共过多少
患难，难道彼此之间的情谊还没有几分田地
值钱？”张秀华趁热打铁。

经过近3个多小时的说服教育，哥哥刘
某胜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同意归还争议耕
地，并请求弟弟谅解；刘某云则自愿放弃赔
偿，且对自己先前的粗暴行为向兄长深深致
歉，最后，兄弟俩抱头痛哭，携手而去。

老刘与老曾是街坊邻居，双方因老刘新
修房屋的排水问题发生纠纷。在做双方调解
工作时，张秀华向两位老人阐释了法律法规
关于相邻排水的有关规定，并与两位老人共
同回忆其祖辈一起创业时同甘苦、共患难的
历史，最后两位老人眼含热泪，各自作出让
步，纠纷迎刃而解。

在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中，矛盾冲突损
害的不仅是双方的利益，还有彼此之间不能
割舍的情感。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既要
善于用法律来分清是非对错，也要善于用传
统道德文化的力量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激发当事人心底深处的情感，弥合因纷争而
撕裂的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真正做到平
衡利益、修复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情感是消弭纠纷的“催化剂”
——从两件纠纷案的执结看法理与亲情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盖雄 陈凌云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陈蓉）为加大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力度，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
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更好地助推我
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2月15日上午，由市民政局
主办，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市社会组织促进会承办的
邵阳市第二期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轮训班开班。

部分县（市）区社管负责人、乡镇（街道）负责民
政工作的人员、县（市）区孵化基地负责人、县（市）区
社工总站和部分社区社会组织骨干成员共80多人
参加了此次培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
生导师、《中国社区治理》主编、湖南唯实公共服务评
估中心主任李焱林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夯实基
层治理基础》为主题授课，从社区社会组织怎么更好
地参与社区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和社
会治理创新具体实操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培训会现场，市民政局还给邵阳市荣获第二批
“湖南省示范社会组织”称号的市和谐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市浙江商会、新宁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等8
家社会组织集中授牌。

集中充电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12 月 15 日，大祥公安
分局红旗派出所民警李柔
均带领社区辅警，携带照相
机、电脑、指纹采集仪等设
备，前往辖区医院和养老院
等地，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
门服务，补采指纹。共为30
余名老人完成了指纹采集。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每年，我市都会开展一系列常态化的主
题教育活动，内容涵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奋斗精神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劳动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等方面。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今年，我市还举办了全市
首届“童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演讲比赛，选
手们围绕“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故事”主题，用质
朴无华的语言、铿锵有力的声音，将“独臂将军贺炳
炎”“一盏马灯”“半条棉被”“穿越硝烟的歌声”等红
色经典故事娓娓道来，通过红色故事将邵阳革命波
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和革命英烈精神绘声绘色地传播
给广大未成年人，在中小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深入社会 推动“实践育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市各地各校在不断强化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的

同时，依托“学雷锋日”“植树节”“国际志愿者日”等
重要节点，围绕疫情防控、文明新风、公益宣传、“绿
水青山”等主题，广泛发动师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同时，依托研学旅行等途径，组织中小学生到农村、
城市各种行业进行劳动体验，开展学工学农社会实
践活动，帮助学生树立“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思想。

市二中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中国
梦、劳动美”教育实践活动和“劳动小能手”评选活
动中，引导学生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积极走
出校门开展劳动实践教育，组织学生参观调研湘窖
酒业，切身感受劳动的价值和美，增强劳动意识、养
成劳动习惯，提高社会责任感。

身先示范 彰显“管理育人”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乃教师之本职。
结合行业特点和教育实际，我市积极开展模范教

师优秀事迹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助推行风建设。
同时出台了教师从教“十条禁令”等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全面整治师德失范行为，并对突出问题实施专项
整治，师德师风不断向好，引领学生的健康成长。

根据“五项管理”和“双减”的工作要求，今年
来，我市积极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建立人文关怀与严
格要求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给学生提供更加轻松愉悦的学习
成长环境。

凝聚合力 强化“协同育人”

教育，历来不是一家之事。
为不断提升教育效果，我市积极组织、发动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教育、妇联、团委、人社、民政等部门和单位倾力合
作，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三位一体”保障中
小学生拥有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

我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办家长学校，通过举
办家长培训讲座、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等途径，开
展先进教育理念、科学育人等知识指导。定期开展
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参观体验、专题调查、研学
旅行、红色旅游、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增进亲
子沟通和交流。与此同时，我市还大力推进“网上家
长学校”，搭建线上家庭教育平台，为构建家庭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加注新动力。

家长学校方兴未艾，家长委员会积极履职。我市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普遍建立家长
委员会，推动建立班级家长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
学校校长和相关教师、优秀父母组成家庭教育讲师
团，向广大家长宣传党的教育方针、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我
市组织家长委员会举办家庭教育优秀案例评选活
动，共征集了家庭教育案例共50多篇，其中邵东市仙
槎桥镇初级中学黄际胜执笔的《我们的事业是父母》
获得省级奖。

“六育”齐发并举，筑梦美好未来。随着六项育人
举措的全面铺开，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中小学生全员综合素质显著增强，一
大批中小学生被评为国家、省级“新时代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