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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
社会治理添活力 网格为民办实事

新文

“如果再来一次，我依然会义无反顾”
——记“四川好人”汪利平

本报记者 胡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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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
人、一名体育老师，一名勇救他人
的英雄，几十米深的悬崖见证了他
义无反顾以生命拯救生命的壮举，
学校里的贫困学子们感受到了来
自他的温暖和爱……他就是现年
51岁的2021年第一季度“四川好
人”、邻水县第五届道德模范、梁
板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汪利平。

不顾安危勇救他人

2020年 3月31日晚9时许，
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寒冷的气
息。汪利平专注地驾驶着汽车，载
着妻子行驶在从邻水县城回两河
镇大滩村父母家的公路上。当汽
车行驶至大滩村高陡岩时，他突
然发现悬崖处有一处反光，于是
本能地放慢车速，打开车窗，隐约

能听到悬崖边传来的微弱的求救
声。

随即他找了合适的位置掉转
车头，将车停在传来求救声附近
的路边。下车后，立即和妻子打开
手机上的手电筒开始寻找。在悬
崖边的一处茅草旁，汪利平夫妻
二人发现了一名头朝下，两腿朝
上倒挂在悬崖边的男子，一辆摩
托车压住了男子的一条腿，男子
的两只手死死抓住茅草，痛苦地
呻吟着，命悬一线。

没有多想，也顾不上妻子的
担心，汪利平立即匍匐在悬崖边，
左腿屈膝向前，右腿伸直往后并
让妻子死死地拉住，然后一只手
用力地移开压在男子一条腿上的
摩托车，另一只手拉住男子的另
一条腿一点点地往上拽，并在言
语上给男子“打气”：“兄弟你一定

要坚持住，别乱动，用力抓住我的
手，我们一点点地往上来……”

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耗时二十多分钟，汪利平累得满
头大汗，气喘吁吁，最终将男子从
悬崖边上拉了上来，那一刻，他和
妻子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此时，被救的男子意识模糊，
身体直打哆嗦。汪利平一边安抚
他的情绪，一边检查他身上有没
有伤口。确认没有严重骨伤后，汪
利平给大滩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
打了电话，待医务人员赶来，经检
查确认没有重伤后，汪利平和妻
子才如释重负地离开。

临危不惧全力以赴

被救的男子名叫刘庆明，是
邻水县两河镇五股村村民。当天
晚上，他从场镇驾驶着摩托车回
家，一不留神跌出道路。幸运的
是，刘庆明被一堆杂草阻挡了下，
慌乱中的他又抓住了一把茅草，
这才没有坠入悬崖。

倒挂在悬崖上的刘庆明，吓
得浑身打颤，四处漆黑一片，气温
越来越低，偶有汽车呼啸着驶过，
他拼命地大呼“救命啊，救命”，但
无奈地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
汽车轰鸣的马达声中。“那时的心
情非常绝望，整个人也吓傻了，浑
身不停地打颤，体力也一点点地
耗尽，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不灵。如果一直没有人来救的话，
我最后肯定会因体力不支掉下

去。”说起当时的情景，刘庆明还
心有余悸，“但幸运的是，遇到了
我的救命恩人，是他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他是我一辈子都要感激
的人。”

当被问及悬崖救人如此危
险，是否担心自己和妻子的安全
时，汪利平说：“当时的情况十分
危急，如果先拨打救援电话等待
救援的话，他随时都有掉下去的
可能，会非常危险。所以，情急之
下，完全没有害怕，内心只有一个
念头，那就是先救人。但救上人
后，我的双腿因疲倦和恐惧导致
发软、无力，走路像踩棉花。”说起
当时的情景，汪利平倒吸了一口
气，但他转而又说：“如果再来一
次，我依然会义无反顾。”

“当时的情景确实危险，老汪
一多半的身体趴在悬崖上，我在
后面拉着他的腿，稍有不慎，三个
人都有可能坠入悬崖，当时吓得
我一直在哭。尽管内心充满了恐
怕，但能救人一命比什么都重
要。”妻子方志琼如是说。

乐于助人彰显担当

然而，熟悉汪利平的人都知
道，这次救人经历，并非是他第
一次救人。1990 年 3月，汪利平
应征入伍，在甘肃临夏当兵期
间，曾和2位战友一起救过一个
落水的人。

1999年，退伍后的他，选择到
偏远山区做一名体育老师。22年

来，他关爱贫困学生，曾在寒冷的
冬天为长期打赤脚的孩子购买鞋
子和棉衣，给孩子送去温暖。为了
更好地关心关爱孩子，他还于
2014年邻水洪灾过后，发动学校
老师建立了爱心团队，竭尽所能
地帮助受灾孩子渡过难关；他关
注校园的安全建设，只要有时间
都会到校门口转转，如若发现社
会闲杂人员进入校园，立即向前
盘问并驱赶，全力保障校园安全；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他毅然放弃在老家与亲人团
聚，回到邻水县加入党员先锋队，
搞宣传、测体温、送物资，和其他
党员一道筑牢抗击疫情防线……

2017年，当汪利平得知昔日
的学友陈小琼家庭贫困又患有重
大疾病时，他先是积极发动同学
和好友为其捐款，后又积极通过
线上筹款和一些公益组织，共为
学友筹集医疗费 11 万元。采访
中，汪利平还给记者分享了一个
他小时候的故事。十多岁时，他看
到同村的一位孤寡老奶奶生活贫
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将身上仅
有的五角钱送给了老人家，当时
把老人感动得直掉泪。“我从小就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爱帮助别
人。今后，如遇到别人有困难，我
依然会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作
为人的良知，更是一个党员，一个
军人和模范的责任和担当。”

工作中的汪利平工作中的汪利平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充分发挥区委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方式，全力推进全科网
格和综治网格中心建设，建成1
个区级、9个街道级、104个社区
级的综治网格中心，着力打通为
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月以
来 ，网 格 员 巡 查 上 报 事 件
150260 个、办结 149512 个，办
结率99.5%。

当好平安新城“安全员”

为积极践行“民有所呼、我
有所行”，新城区推出“服务员+
院长+警长”机制，让党员干部、
民警走出机关、下沉院落，通过

“移动办公桌”“院落板凳会”“入
户拉家常”“加入业主微信群”等
方式，察民情、访民意、解难题、
办实事。同时，积极宣传解读有
关政策，定期推送治安防控、禁
毒、反邪教、反电信诈骗等内容，
提升群众防范意识。

新城区还做实社区电瓶车
巡逻工作，以网格为单元，采取

“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方式，
进社区、进小区、进院落、到监控
盲区巡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

当好和谐新城“化解员”

新城区整合网格内街道及
社区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企
业法务、职业律师、志愿者等力
量，组建“政法直通车”，聚焦社
区群众、个体商户、企事业单位
等各类群体法律服务需求，深入
商城、小区，以多种形式宣讲法
律知识。截至目前，为群众提供
免费、专业、便捷的法律咨询服
务530余次，处理化解合同纠纷
30余起、邻里矛盾210余起。

此外，新城区还聘任49名
特邀调解员，成立线上调解室和
律师调解室，引导当事人优先诉
前调解，拓宽诉调工作渠道；组
织优秀政法干警担任辖区中小

学法治副校长，在全市率先实现
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开展“向日
葵”系列政法关爱品牌创建工
作，32 名优秀干警、律师担任

“向日葵”青少年法学院讲师，开
展法制报告 95场次，28000 余
名中小学生受到法制教育。

当好宜居新城“监督员”

新城区网格员对落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和沿街“九乱”现
象、市容市貌、“九小场所”整治情
况进行重点巡查监督，发现问题
后积极配合公安、市场监管、城市
管理等职能部门，规范市场秩序。
自西安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信息
平台运行以来，网格员巡查发现
的问题全部通过该平台流转交
办，大幅提升治理效能。

区、街道、社区三级综治网
格中心建成后，新城区积极探索
优化问题处办流程，完善办理反
馈跟踪问效、群众评价机制，逐
步形成了信息共享、部门联动、

问题联治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当好幸福新城“服务员”

为解决“吃饭难”问题，新城
区建成“饭大爷”老年助餐服务
点16个，为高龄、空巢、独居等
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廉价、便利
的助餐服务；针对老旧小区多、
老年居民多、院落无物业等情
况，西一路街道组建了50余人
的“乐修匠”服务队，公开维修项
目和联系方式，采取“市场+公
益”“线上+线下”方式，对辖区
困难群众、孤寡老人实行免费或
优惠，其他家庭按价目表收取维
修费……

新城区以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护航“十四运”为契
机，做实做优做强“咸东小哥”

“尚德街坊”“长乐乐”等“网格+
治理+服务”特色品牌，着力打
造“平安新城365”社会治理新
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
层治理“新城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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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印发了
《江西省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项目计
算标准（试行）》和
《江西省道路交通事
故主要情形损害赔
偿责任比例划分标
准（试行）》（以下简
称“两个《标准》”），
旨在为全省法院审
理交通事故案件提
供统一的参照标准，
并为保险理赔和交
通事故纠纷的调解
提供赔偿计算标准，
实现道路交通事故
纠纷理赔、调解和审
判赔偿标准的尺度
统一。

两个《标准》对
以往审判实务中各
地法院裁判思路不
同的赔偿项目，如非
医保用药费用扣除
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可以支持扣除一定
比例的非医保用药，
并明确了扣除的具
体规则。对审判实务
中因地区差异出现
的计算标准不统一
问题采取定型化方
法处理，统一了相应
的计算标准。对司法
实践中部分赔偿规
定过于原则、不具操
作性等问题细分了
部分赔偿项目的计

算情形，并配合相应的举证规
定，使得赔偿更具有针对性，更
加细致、合理。对审判实践中如
何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问题，两
个《标准》为了便于计算，根据受
害人伤残等级，对此进行了相应
合理量化。

此外，两个《标准》还在结合
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各方责任程
度划分的基础上，按照侵权归责
原则，固定不同情形下，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机动车
之间不同事故责任程度对应的损
害赔偿责任比例。

据悉，两个《标准》以表格要
素的形式，将赔偿项目进行细分
归类，分为14个人身损害赔偿小
项以及 6个财产损失赔偿小项，
并充分考虑了交强险分项赔偿
限额的制度要求，不仅将所有法
定赔偿项目覆盖到位，又便于快
速检索参照适用。

（《人民法院报》胡佳佳毛盈超）

新华社杭州 6 月
14日电（记者 吴帅帅）
前不久，家住浙江省丽
水市缙云县大源镇的
林先生，在镇里的农商
行服务网点解决了一
件烦心事：在网点新设
立的“共享法庭”，他通
过法院组织的在线调
解，要回了被拖欠的 2
万多元劳务报酬。

在丽水市，像这样
设置在村委会、农商银
行、邮政网点等地的

“共享法庭”已有83家，
法院在线调解、远程庭
审等诉讼服务正在进
一步贴近百姓。

丽水市地处山区，
一些群众居住相对分
散，同时部分中老年群
体对目前法院互联网
诉讼服务接受度和掌
握度有限。为此，2021
年 4月起，丽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推广应用“共
享法庭”：通过利用全
市法院、人民法庭、乡
镇街道、矛调中心、金
融和邮政服务网点等
地原有信息化设备、场
地、人员，在群众身边
就近设置线上法律诉
讼服务点。

据介绍，通过“共
享法庭”，在经过培训
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有
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
可在线进行远程调解、
网上立案、远程庭审、
诉讼咨询、证人远程作
证等，获得多元化、集
成化的法律诉讼服务。

缙云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徐步茜介绍，在林先生的
案子中，由于他不会使用手机端

“移动微法院”等应用，原本需要到
县城法院进行立案、调解，往返一
趟路上就要花费约3个小时。现在
通过“共享法庭”，双方虽然隔着屏
幕，但在半小时内就达成一致。同
时通过生成调解协议、上传调解笔
录、手机签字确认等流程，调解书
马上就可以在线发放。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务副
院长柳启东表示，在“移动微法
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等数字化改革基础上，丽水法院通
过设置“共享法庭”，进一步减轻群
众“跑法院”的诉讼成本，也希望帮
助部分群体弥合“数字鸿沟”，获得
便利的法律诉讼服务。

截至目前，丽水市已设置 83
个“共享法庭”，应用案件53起，其
中开展跨域庭审35次、线上调解
20次。

江苏盐城
把化解信访积案
列入民生项目清单

近日，为着力解决重复信访居
高不下突出问题，进一步推进信
访积案化解攻坚，江苏省盐城市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将化解信访
积案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
项目清单，对排查出的信访案件
全部实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包案，
通过带案下访、包案化访，实实在
在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盐城市
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
用，积极协调处理案件化解、工作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督促、指导责任单位因案施策化
解信访问题；按照“三到位一处
理”总要求，综合运用法律、政策、
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
疏导等方法，全力化解疑难复杂
信访案件。

同时，盐城市还落实长效机
制，强化源头治理。坚持“谁接手、
谁管理、谁负责”，明确首问责任
人接待、受理、调解等责任和时限
要求，促进更多问题解决在初始，
解决在基层。重复信访治理活动
以来，一大批时间长、跨度大、涉
及面广的“钉子案”“骨头案”得到
解决，初次信访一次性解决率大
幅提升，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法治日报》丁国锋林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