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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街道与区人民法院联手打造创新品牌

老法官调解工作室成为居民的“解忧驿站”

市场监管部门夜查烧烤店

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市场监管部门夜查辖区烧烤店。

本 报 讯（光 明 新 闻 记 者
熊丹丹 文/图）近日，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光明监管局马田所

聚焦夏季食品安全风险，针对

辖区烧烤店开展专项夜查行

动，严厉打击烧烤店制售劣质

肉制品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此次行动聚焦两大重点

领域开展：一是严查肉制品质

量隐患，重点排查烧烤店使用

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的肉

类原料，以低价肉冒充牛羊肉

等“挂羊头卖狗肉”行为，以及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等问题。二

是强化进货溯源管理，通过突

击检查进货台账、索证索票、

标签标识等，严查食材来源不

明、记录不规范等违规行为，

杜绝劣质肉流入餐桌。本次

夜查行动共快检 11 批次肉制

品，结果均为阴性。

据介绍，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光明监管局马田所将持续加

大对假劣肉制品的整治力度和

普法宣传力度，压实食品安全

责任，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严

肃处理检验不合格的商家。

本 报 讯（光 明 新 闻 记 者
黄国焕 通讯员 罗清花）“谢

谢你们，不然我们自己真不知

道怎么处理啊。”近日，马山头

社区网格员接到住户 求 助 ，

称家中阳台出现马蜂窝，严

重影响正常生活。网格员迅

速响应，第一时间联合社区

消安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及

时将马蜂窝摘除，为居民解

除了安全隐患。

接到求助后，网格员与社

区消安工作人员以最快速度赶

到现场。经实地查看发现，马

蜂窝悬挂在住户阳台墙壁的一

角，周围不时有马蜂飞蹿，不仅

干扰了住户的日常活动，还存

在极大的蜇人风险。考虑到马

蜂具有较强的攻击性，消安工

作人员立即对现场情况进行全

面评估，迅速制定摘除方案。

行动中，一名工作人员穿

戴好专业防护服，做好全面防

护；其余人员有序引导住户撤

离至室内安全位置，避免无关

人员靠近。随后，穿戴防护装

备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

马蜂窝，利用专用工具将马蜂

窝完整摘除，并带离妥善处理。

社区工作人员提醒居民，

马蜂容易被激怒，发现马蜂窝

后，切勿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擅自处理，应及时联系社区或

消防部门进行专业处置，同时

务必注意自身安全，谨防马蜂

袭击。

马山头社区火速摘除居民阳台上马蜂窝

本报讯（光明新闻记者 龙
冠斌 通讯员 褚金莹 贾梦
瑜）每到傍晚，玉塘社区的广场

舞队伍如约而动。与往昔不同

的是，如今在舞队周边几米外的

小区楼宇内，居民们得以静心休

憩、专注学习——曾困扰社区多

年的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随着

8 台定向音柱“上岗”迎来根本性

转变。

这正是玉塘社区党委以党

建为引领，聚焦民生痛点，创新

运用科技手段，精准破解基层治

理难题的生动实践。

玉塘社区现代化小区较多，

毗邻沃尔玛商圈，人口密集，居

民健身娱乐需求旺盛。然而，有

限的场地与广场舞活动的高分

贝音响形成尖锐矛盾。尽管社

区每日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劝导，

但“堵而不疏”的方式收效甚微。

面对反复投诉与治理困局，

玉塘社区党委深刻认识到，化解

矛盾需转换思路，从“被动防御”

转向“主动疏解”。在党建引领

下，社区党委牵头组建专项小

组，深入走访舞者与周边住户，

广泛征集意见；同时组织党员骨

干“走出去”，赴先进社区调研学

习治理经验。当“定向音柱”这

一科技方案进入视野，党组织果

断决策，将其列为“我为群众办

实事”重点项目，以科技之力为

矛盾“破冰”。

定向音柱的引入，是党建引

领下“智慧治理”的精准落子。

这一设备如同“声音手电筒”，利

用超声定向发声技术，将声音精

准控制在 30 度至 60 度的扇形区

域内传播。在音柱正前方，舞者

仍能享受 90 分贝以上的清晰音

乐，尽情挥洒热情；而在侧后方

的居民楼方向，音量被有效限制

在60分贝以下。8台音柱迅速在

广场关键位置科学布设，最终实

现了“舞区激情如常、周边静谧

安宁”的和谐图景。

设备启用后，成效立竿见

影。据统计，广场舞噪声投诉量

显著下降，居民满意度大幅提

升。曾因噪声剑拔弩张的邻里

关系，如今因这份“静谧的善意”

日渐融洽。广场舞爱好者张女

士感慨：“现在终于可以安心跳

舞，再也不用担心影响孩子写作

业了，社区真的把实事办到了我

们心坎上。”

小小音柱折射的是党建引

领 基 层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智 慧 之

光。从解决“去哪儿跳”的场地

之争，到保障“跳得好”且不扰民

的品质提升，玉塘社区以科技赋

能治理，让广场的律动与居家的

宁 静 在 同 一 片 天 空 下 和 谐 共

鸣。玉塘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发挥党建核心引擎作用，

巧用广场舞噪声治理经验，以

“绣花功夫”深化精细化管理，探

索共建共享新路径，让治理成果

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玉塘社区创新运用科技手段

巧解广场舞噪声难题

老法官调解工作室是群众身边的“法治守护者”。

本报讯（光明新闻记者 雷
小林 通讯员 廖锦帆 周洋爵
文/图）“把隔阂先放一放，把心结

说出来。”老法官温和却蕴藏力

量的话语，如同春风化雨，悄然

浸润当事人的心田。7 月 10 日，

在光明街道“老法官调解工作

室”，当事人张女士向驻点老法

官连声道谢。话音落下，一起僵

持近半年的离婚财产纠纷终于

尘埃落定。

矛盾源起于一对离婚夫妻因

“人才房”归属及婚前财产分割闹

得不可开交，一方迟迟不肯搬离，

矛盾尖锐。驻点老法官接手后，

没有简单套用法条，而是耐心倾

听双方诉求，像“拉家常”一样帮

他们理清婚前婚后的财产“糊涂

账”，用专业的法律分析和入情入

理的沟通，一点点弥合分歧。经

过半个月的反复沟通、细致调解，

终于促成双方心平气和地达成协

议：明确了财产分配方案，敲定了

搬离时间。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

婚姻纠纷，在老法官的智慧和耐

心调解下画上了圆满句号，真正

实现“案结事了”。

据了解，“老法官调解工作

室”于今年2月成立，是光明街道

与光明区人民法院联手打造的

创新品牌，它不仅是深化“府院

联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生动实践，还成为居民身边值

得信赖的“解忧驿站”。曾经庄

严肃穆的审判席被“1名调解长+

2 名调解员+2 名助理”的调解组

合取代。退休法官脱下法袍、换

上调解马甲，用一辈子积累的审

判经验，把纠纷拦在法庭外、化

解在家门口。

工作室运行近半年，累计受

理纠纷 248 宗，成功调解 156 宗，

成功率达 62.9%。尤其在处理婚

姻家庭、财产分割、邻里关系等

领域的“骨头案”“钉子案”时，老

法官们善用“法律研判+情理疏

导”双轨模式，从源头“把脉”矛

盾症结，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

点，让调解更有公信力、更具成

功率，使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

解，显著减轻了法院诉讼压力，

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光明街道“老法官调解工作

室”正以其独特的专业优势和深

厚的为民情怀，在基层社会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上，书写着“小事

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就

地化解”的生动篇章。它让法治

的阳光更温暖，让和谐的根基更

牢固，是群众身边看得见、信得

过、用得上的“法治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