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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战争时期离休干部，原台
州地区计经委党委委员、纪检组长李大和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18日18时33分在临海逝世，
享年94岁。

李大和同志系浙江省玉环市人，1930年8月出生，
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玉
环县港南区政府工作人员，玉环县委宣传部干事，玉环县
政府人事科科员，温州地委组织部干事，台州地委监委干
事，台州地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台州地委组织部副科
长，台州地区纪委纪检科长、纪委委员，台州地区计经委党
委委员、纪检组长等职。1990年12月离职休养。

2023年2月22日

讣 告

台传媒记者蒋虎雄

2022年 2月至 2023年 1月，全镇办理
信访件132件，其中来信来访45件，网上投
诉 87 件，办结率 100%；接办 12345 热线
800件，已办结800件，办结率达100%。

这组数据，对总人口5.5万的仙居县横
溪镇来说，殊为不易。它的背后，是该镇对
信访工作体系的全力重塑。

横溪有村（社）34个，矛盾纠纷面广量
大。去年初，该镇探索构建村级“753”、镇级

“152”初信访化解机制，最大限度把矛盾纠
纷“化早化小”，从而进一步推动“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7天内至少3次调解

去年9月中旬，因隔壁邻居做工艺品外
加工，喷漆过程有气味，张阿婆上门“理论”，
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期间，她情绪激动。

谁也没想到，当天下午，张阿婆在家昏
迷，送医后诊断为脑充血并于 10 天后死
亡。家属认为其系“气死”，要求邻居承担赔
偿责任，邻居则认为喷漆与张阿婆死亡并

无因果关系，只愿出于道义作适当补偿。
双方都叫了人，事态眼看就要失控。事

发地山枣园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沈
海富率村干部、乡贤等及时介入，多次组织
调解后，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一场随时可能
发生的冲突就此化解。

矛盾纠纷发生后，第一时间有人管、有
力管，这正是横溪镇村级“753”化解机制的
核心指向。

“我们要求，初信访发生 7天内，所在
村须组织驻村干部、村党员干部、网格员、

‘两所一庭’工作人员、当事人亲友等 5股
以上力量，实行 3次以上调解。”该镇党委
副书记蒋炜烽介绍。

据统计，这一机制实施一年多来，横溪
各村累计调解成功各种矛盾纠纷63起。村
内的“问题”，大多得以化解在源头。

“152”包案化解机制

那么，虽经努力，但村一级仍然无法化
解的矛盾纠纷如何处理呢？

横溪镇的做法是：落实“152”包案化解
机制，由镇里一名班子成员包案，在5个工

作日内，组织镇、村干部及其他力量，至少
调解2次以上，用最快的速度，把相对复杂
的矛盾化解在当地。

这里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陈某是上沈村程岙自然村的低保户，

先后 4次被村民沈某家养的狗咬伤，总共
花了三四千元医药费。村里组织调解时，沈
某要求陈某提供被咬时的照片或视频，否
则不肯赔偿。

这样的证据，陈某根本无法提供。此事
拖了下来，村里无法化解，上交到了镇里。

去年 9 月，镇里牵头，组织镇东办事
处、下沈村、镇巡调组等单位一起，对这一
纠纷进行调解。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沈某
的儿子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给陈某医药
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 3500
元整。

针对陈某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镇里
另外给予其1000元困难补助金。此事得以
圆满解决。

“三件法宝”促落实

新农村改造时，有村民对自家房屋

被拆除提出异议，村干部却推诿不管，叫
其找镇里解决，导致该村民边打官司边
信访。

去年年底，因为此事，张庄村党总支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副书记兼村监会主
任、村委会副主任三人，分别被镇里给予
诫勉谈话并扣发相应绩效奖金、停职教育
等处分。

为了将村级化解矛盾纠纷的责任落到
实处，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移，把问题
解决在群众家门口，横溪镇建立了“三个
一”机制，实行权责追溯。

蒋炜烽将该机制称为“三件法宝”。
首先是“一单明权责”，采用《信访

交办单》明确事项领办人、主办村等相
关责任人，确保责任可溯。其二是“一本
录全程”，即统一印制《矛盾纠纷调解笔
记》，要求责任人对调解过程进行如实
记录。

“此外，我们制定了信访工作考核办
法，将信访化解稳控与镇村干部、网格员
的绩效工资挂钩，与镇干部的职级评聘和
职务晋升挂钩，以考促干，以考罚劣。”他
介绍。

创新推出“753”“152”初信访化解机制

横溪：把矛盾纠纷“化早化小”

2 月 19 日，在温岭市箬横镇党群服
务中心的“童阅吧”里，巾帼党员志愿者
为 40 多名外来民工子女上了一堂以

“春”为主题的研学课。据悉，该活动是温
岭市民政公益创投项目之“护航童年路”
关爱服务项目的主要载体之一，在丰富
孩子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同龄
人互相交流，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做个快
乐的新温岭人。

台传媒通讯员朱国兵 江文辉摄

周末周末““童阅吧童阅吧””
趣味好春景趣味好春景

台传媒记者郑 红

2023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很多市民
想了解今年我市的天气如何。台州市气象
局长期天气预报显示，今年 1至 9月，我市
平均气温可能正常略偏高，总降水量接近
常年。其中，春季气温变幅大，可能出现春
寒或倒春寒天气；盛夏高温日数接近常年
略偏多，可能出现阶段性大范围高温热
浪；汛期影响台州的热带气旋，略偏多或
偏多。

眼下已经到了暮冬时节，根据预测，后
冬平均气温接近常年略偏高，冷空气势力
总体偏弱，但仍有强冷空气或寒潮影响，最

冷时段出现在1月下旬至2月上旬。
刚刚过去的1月，便印证了这一预测。

1月份我市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全市平均
气温 8.2℃，较常年同期偏高 1.3℃，降水量
3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1%。

“雨水”节气已到，春的脚步也越来越
近。我们平时说的春天，通常指的是气象
学意义上的春天，一般要求“连续 5 天日
平均气温稳定高于 10℃”且“后续天气稳
定”。从气象部门的统计看，台州平均入春
时间集中在 3月上旬到中旬。去年我市在
2月 26日便投入了春姑娘的怀抱，就目前
的天气预测来看，今年入春还得等上几天
时间。

不过，即便入春后，还有可能重新棉袄
加身，感受湿冷魔法攻击。根据预测，春季
（3至5月）我市平均气温正常略偏高，气温
变化幅度较大，可能出现春寒或倒春寒天
气；降水量正常略偏少，有强对流和阶段性
低温阴雨天气。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初步研判认为，今
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仍然呈现出多发、强发态势。专家建
议，南方地区重点防范夏季持续性高温天
气，确保迎峰度夏能源供应；沿海地区还需
要重点加强台风的防御工作。

身在南方沿海地区，去年夏季，台州长
时间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覆盖，盛夏出现极

端性高温热浪，多项指标破记录，着实让台
州市民“捏了一把汗”。此外，盛夏午后雷暴
大风冰雹频发，突发性极端性强，7月至 8
月中旬出现空台期，9月秋台风活跃，沿海
大风影响范围广时间长。

“今年夏季平均气温可能正常略偏
高，盛夏高温日数接近常年略偏多，还可
能出现大范围高温热浪。”市气象台台长
翁之梅介绍，6至 8月降水量接近常年同
期，梅汛期降水量略偏少，热带气旋影响
个数略偏多或偏多，其中严重影响台风 1
至 2个。9月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降水
量接近常年同期，可能有 1至 2个热带气
旋严重影响。

热带气旋影响个数略偏多或偏多，其中严重影响台风1至2个

今夏可能出现大范围高温热浪

本报讯（通讯员郭雅婷）“同学们，石塘海岸线有58.6
公里。大海很美丽，但也很危险，大家都是海边的孩子，防
溺水安全小知识一定要听好。”2月 16日下午，温岭市公
安局石塘派出所民警华蕾来到箬山小学，为孩子们上了
一节法制安全课。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石
塘派出所以警校共建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
职能作用，以警风促校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共赢新目标，携手共筑平安和谐校园。

该所积极组织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教育进校园”活
动，针对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法律知识欠缺等实际
情况，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学习能力情况，重点围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开展切合学生特点的法治宣传教育，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为青少年扣紧安全的第一粒“法治扣子”。

该所还组织民警积极开展防电诈、防溺水、消防安全等主
题平安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发放平安宣传单及宣传手册、
推广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等方式，全方位增强师生和家长
的自我辨识、自我预警、自我保护能力。

此外，联合学校开展防电诈黑板报大赛等竞赛活动，通过
“以赛促学”的方式，加深对法律、安全知识的了解，增强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正能量。

石塘：警校共建护成长

本报讯（记者郑 红 通讯员吕 港 林敏娜）2月15日
深夜，玉环“90后”特警邵杨俊处警归来，却发现肩章丢
失，于是发朋友圈求助，希望大家帮忙找一下丢失的肩
章。没想到，却收获了一连串的点赞，这是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 4点多，玉环市公安局楚门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家中有一名老人进山后迷失方向，无法准确描
述自己所处的位置。该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搜救，玉环市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也随即赶赴现场增援。

经了解，走失的是一位阿婆，所处位置为龙溪镇龙兴
村的马头山，该处山地范围大、地形陡峭、植被茂盛，高压
电网密集。虽然阿婆随身携带了手机，但因其年事已高，
表达能力差且体力透支严重，无法提供有效信息。

受山里夜间气温骤降、风力较大等条件限制，无人机
不能发挥出热成像迅速确定被搜救人员位置的优势。一
支由公安、民间救援队及家属组成的 60人搜救队，只能
通过喊话、打灯等方式，分头进行网格式搜索。但两个多
小时过去了，阿婆还是杳无音讯。

“几轮搜救均无果，是不是我们的搜寻方向出现了差
错？”巡特警大队教导员王文在与阿婆儿子交谈中了解到，
阿婆曾提起想去儿子的加工厂帮忙。王文马上调整搜救思
路，判断阿婆有可能会从加工厂附近的区域上山。于是，马
上指令特警邵杨俊带警犬前往加工厂附近区域开展搜索。

半小时后，搜救警犬突然朝着加工厂附近的山谷方
向狂吠。“阿婆，是你吗？”邵杨俊满怀希冀，朝着山谷大声
询问。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他隐约听见一阵哭声。
随即，看到前方有亮光在晃动。

“前面有光！”邵杨俊大喊。亮光虽然微弱，但他却看
得真切。他判断，阿婆应该就在山谷里。

但查看地形后却发现，山谷偏僻陡峭，灌木杂草丛生，
前方无路可走。为了提高救援效率，救援人员兵分两路，一
队克服险峻地势，直接滑下山谷，另一队则绕路前往山谷。

与此同时，警航中队迅速跟进。当晚10点40分，在无
人机探照灯的指引下，救援人员终于发现了阿婆。夜晚山
区气温极低，邵杨俊马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给阿婆穿上。众
人搀扶阿婆出山，经医院救治，阿婆目前已无大碍。

邵杨俊拿回警服时，发现有一个肩章不见了，于是发
朋友圈求助。

“90后”特警找肩章
朋友圈收获连串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冯亚妮）“差点相信了，多亏有你
们！”2月 16日晚 7点许，在临海公安局大洋派出所学文
警务室里，田女士紧紧握住辅警葛燕燕的手，连声道谢。

就在一个小时前，田女士接到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
服的“00”开头号码来电。对方称，田女士开通了电商店
铺，需要在2小时内进行线上确认，否则将每年从其某行
银行卡内扣除6000元违约手续费。

田女士一下子就慌了神，全然未想起自己并未开通
过电商店铺。她询问如何才能取消，“客服”称要先冻结
其银行账号，避免被自动扣费，并表示需要提供身份验
证信息。随后，“客服”要求田女士将账户余额转入指定
账户，田女士逐步操作。

此时，收到反诈预警的社区辅警葛燕燕正在与时间赛
跑。她多次拨打田女士的手机均占线，管辖片警立即赶往
田女士家。多次拨打电话后，葛燕燕联系上田女士的丈夫，

“你老婆正在跟诈骗分子通话，请立即停止一切操作”。
听闻可能被诈骗，田女士丈夫立即制止了妻子的行

为，挂断诈骗电话的两人当即决定前往学文警务室。
葛燕燕确认他们没有转账后，对夫妻俩进行了面对

面反诈宣传。“国家反诈中心APP你们早有下载注册，平
时有空可以多多浏览，里面有最新的案例和反诈知识。”

警方提醒：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当事人一定要
登录官方网站或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核实，切勿
在陌生网站上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更不能轻信对方进
行各种操作或转账。

反诈预警成功劝阻
她保住了卡里的钱

台传媒记者章 浩 实习生徐禾笑

问起寒假里孩子们最爱的休闲方式，
“刷短视频”一定榜上有名。但开学后，依
然有学生不肯放下手机，继续“刷屏”生
活。“这几天，我们接诊了多例爱刷屏的孩
子。”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
主任医师汪晓静说，这些孩子多为小学
生，年龄集中在10至13岁之间。

没收手机就闹脾气

小辉（化名）上小学三年级，寒假时经
常在家刷短视频。因为是假期，父母觉得
应该放松一下，所以每次他要手机，都会
痛快给他。

很快，父母发现小辉刷视频的时间有
点长，不要回手机他就一直玩。有一天中
午，爸爸找不到手机，一回头发现小辉正

在刷短视频，已经刷了好几个小时，要回
手机时，他还很不高兴。

开学后，小辉的注意力依然没有离开
手机。放学回家，他不是先做作业，而是先
向父母要手机，晚上也不肯早睡。爸妈要
没收手机，他就闹脾气，甚至不肯去上学。

“家长觉得问题比较大了，就带他来
就诊。从寒假到现在，一直有家长陆续带
着孩子来。”汪晓静说，从接诊情况看，孩
子们看的视频内容比较杂，但都有离不开
手机、长时间看视频的问题。

家长行为容易影响孩子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发布《中小
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调查报
告，结论显示，65.6%的受调查未成年人
观看过短视频，其中 20%“几乎总是”在
看短视频。

为什么未成年人容易沉迷短视频？汪
晓静分析，除了视频软件的内容推送特性
外，更重要还是家庭因素，“很多家长平时
忙于工作，对教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干脆让手机去陪孩子，久而久之就会
形成不好的习惯。”

她说，还有些家长自己也抵挡不住短
视频的魔力，天天抱着手机猛刷。“父母的
言传身教有着耳濡目染、不可替代的作
用，父母爱刷视频自然也会影响到孩子的
行为。”

她指出，孩子日常生活单调，课余活
动较少、兴趣爱好单一，人际交往能力弱，
面对挫折时无法释放自己的压力和负面
情绪，也是沉迷短视频的重要原因。

给孩子更多陪伴

对于这些刷视频停不下来的孩子，汪

晓静给出的“药方”是给孩子更多陪伴和
更多兴趣选择。

她说，家长日常要多陪孩子阅读、
观影、聊天，组织一些郊游、逛展等亲子
活动，未成年人的娱乐、信息、社交需要
自然能得到满足，从而降低沉迷网络的
概率。

同时，要培养孩子健康的兴趣爱好，
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鼓励他们表达情绪，
培养积极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还要及
早做好媒介教育，让他们知道手机的危
害，增强自控意识。”

不过，汪晓静也强调，短视频并非
是洪水猛兽，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未必
一无是处，作为家长和老师应辩证地看
待他们接触短视频的行为，“有些孩子
不是被动观看，而是能通过短视频学习
知识，激发创造力，家长要适当鼓励和
引导。”

专家：家长首先要放下手机去陪伴孩子

开学了，小学生仍沉迷“刷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