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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的内心始终坚持一条原
则：调解员要从当事人的需求及感
受出发，真正做到调解为民，积极主
动优化服务，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在多年调解中，赵强秉持着善倾听、
善明理、善把握、善决断的“四善”法
则，公平公正处理每一桩矛盾纠纷。

2021年12月，社区居民刘某因
胸闷、头晕前往辖区某医院就医，医
院在查看病情后，劝说其到大医院
就诊，患者因家中有事未采纳此建
议。该医院对其进行诊治、输液，患
者回家后却因不明原因死亡。关于
赔付金额，医患双方各持己见，互不
相让。赵强咨询卫健局、司法所专

业人员意见后，与院方进行了沟通，
明确指出医院在程序上有瑕疵，建
议医院给予家属经济补偿作为精神
上的抚慰，并结合自身经历劝导患
者家属。

在赵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
劝说下，双方最终同意了司法所、社
区调委会的调解建议，医院也诚恳
地向患者家属表达了歉意，医患双
方最终握手言和。一个月后，他回
访了双方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
他以春风化雨般的工作态度，将辖
区一个个可能爆发的大矛盾及时化
解，不断为辖区居民排忧解难。

苏倩坦言，这些年，她一直教高年
级，接到阅读课“任务”后，她开始认真
备课，感受低龄孩子的相处模式。苏倩
的课堂里，自由是首位，“不能用传统的
模式去抑制孩子们的思维，他们的童
言、童真、童趣、在阅读展示的环节，都
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如今，苏倩的阅
读课堂，每周人数稳定在15人以上。

“不仅是孩子学，我建议回家后，家
长要陪着孩子一起学习。”苏倩说，去年
加入诵读的小雨起初十分调皮，刚开始
一直坐不住，家长也管不住。一个学期
下来，在阅读中，他每次上课都端坐在
凳子上，对待老师和同学都十分礼貌。
孩子的转变、大家的支持让苏倩很欣
慰，也很感动。去年年底，苏倩成立了

“苏老师志愿辅导工作室”。
苏倩的工作地点在荷塘区，由于工

作忙碌，她也想过放弃。苏倩感慨地
说，每每想到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
论白天上课多累、时间多紧，都会在周
五晚上提前在教室等，有的因为生病不
能来，仍积极在群里坚持阅读打卡……
正是孩子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对阅读的
热爱，才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苏倩说，她会一直坚守公益岗位，
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

化解矛盾成功率达90% 赵强真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何嘉琪 杨剑

芦淞区贺家土街道漂家井社区的老百姓常说这么一句话，“老赵来了，事情就好办，我们就信他。”居民口中贴心的“老赵”是社区的一名
调解员，名字叫赵强。四年前，企业破产改制后，赵强来到了贺家土街道漂家井社区。自参加调解工作以来，他深深扎根网格、情系人民群
众，用真心和热心铺成融化矛盾的捷径，用耐心和细心架起矛盾沟通的桥梁，用真诚和实干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以实际行动做到“干一
行、爱一行”。短短四年，他先后参与调解的案件有60余起，接待相关咨询群众1000余人次，化解矛盾成功率达90%。

面对漂家井社区老旧小区多、
外来务工人员多、老年群体多、民间
纠纷矛盾多的现状，他不怕困难，通
过社区网格走访、“敲门行动”等方
式，定期同楼栋长、居民碰面交流，
深入了解居民工作生活情况，建立
起“居民——社区”双向沟通机制，
很快摸清了社区基本情况，及时掌
握社区潜在的各类不稳定因素，确
保第一时间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状态。

在洗煤小区开展入户走访时，
赵强接到居民求助，反映自家房顶
和墙面因楼上住户管道漏水遭到严
重污染，两家因此产生摩擦、纠纷。
赵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出面进
行调解，在安抚好双方情绪后，帮助
漏水住户排查，找到漏水点，并协助
联系专业人员予以修缮。经过两天
的数次耐心沟通调解，最终双方和
解，对“老赵”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周围居民更是纷纷表示赞扬。

刚从企业到社区从事调解员
工作时，赵强缺少工作经验，但他
敢于迎难而上，虚心向领导和业务
骨干学习案例实务和业务技能，并
利用业余时间从头开始学习劳动
保障、婚姻家庭、治安处罚、损害赔
偿等与基层群众密切相关的政策
及各类法律法规，为妥善处理各类
矛盾纠纷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同时，他充分发挥调解员对
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作用，在实
践中坚持以宣促稳、以调促宣，通
过进小区楼栋发放宣传资料、举

办专题讲座等各种方式宣传法律
法规，不断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
牢固构筑矛盾调解第一道防线。

“人民调解工作事关基层的
和谐稳定，事关百姓的幸福安宁，
能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办事，再
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赵强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四年来，
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
事业心，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
应对各类矛盾和问题，为用心用
情服务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贡献坚定力量。

定期走访了解，是临阵不乱的“解纷人”

秉持“四善”法则，是排忧解难的“和事佬”

坚持苦练内功，是维护稳定的“领路人”

▲调解医患案件时，赵强（右一）协助患者刘某家属签订调解协议。
通讯员供图

社区公益课堂让孩子们爱上阅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上周五晚，付妈妈带
着孩子小林，到石峰区铜
塘湾街道丁山社区参加阅
读课，这件事她已经坚持
一年多。“苏老师让孩子爱
上阅读，谢谢她。”付妈妈
说。一年来，志愿者老师
苏倩，无论风雨，都会赴
约，带领孩子们吟诵经典，
培养孩子们阅读兴趣。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孩子们稚嫩
的声音中透着自信和坚定。苏倩说，古诗吟诵是
阅读课的第一环节，把握吟诵的节奏，读准每个字
的字音是首要任务。

今年36岁的苏倩，老家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坚
持在教学一线，2012年追随爱人来株，在丁山社区
安家。2021 年 5 月，苏倩接到社区电话，称“稻花
香读书会”缺指导老师，希望她可以带孩子们上
课。“于公于私，我都会来。”苏倩说，以前她遇到过
小麻烦，得到社区热心帮忙，身为语文老师，她也

愿意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
每周一次课，每次一个小时。苏倩一边吟诵

一边带着孩子们去感受古诗的意境，让孩子们大
胆想象古诗的画面，配上适当的动作，加深了孩子
们的理解记忆……付妈妈说，课堂上学习的两首
古诗，回到家后孩子们一般都能背出来。孩子年
龄基本上是6至9岁，为此苏倩还专门开了绘本故
事，尝试让孩子看图讲故事，去想象画面内容，深
受孩子们欢迎。

每周一次课，每次一个小时

这条公益路
她会坚持走下去

▲苏倩和参加阅读课的孩子们。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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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洲
网
事嗨，大家好！今天，株洲网事聊天

室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本期主持人
怪瘦，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一
起聊柴米油盐，聊喜怒哀乐，聊各种有
意义或者有意思的事。

近日，杭州“女子用扶梯传送行李
砸伤路人”事件冲上热搜，乘梯安全再
次引起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电梯已经成为
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电梯作为我们使用最频繁
的特种设备，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着
人身安全，乘坐电梯遇到的各种突发
状况，也是一些市民内心的“痛点”。

守望幸福：我家住 10 楼，电梯是
我和家人每天上下楼必乘的工具，很
难想象没有电梯该怎么办。可电梯在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偶尔也会“闹
情绪”。

有一次下班回家，我和女儿乘坐
电梯时，电梯上升到5楼突然停住了，
不到三岁的女儿吓得哇哇大哭，我也
乱了阵脚。在思索片刻后，我按下电
梯内部的紧急呼叫按钮，不久之后，电
梯又恢复了正常运行。从那次以后，
我每次乘坐电梯都心有余悸，生怕会
发生故障。在我们小区的业主群里，
也经常可以看到其他业主抱怨电梯出
现故障，每次物业工作人员的回复都
是马上通知维保人员处理，但小区的
电梯还是会时不时“出西西”，希望物
业公司务必重视，尽快按照业主要求
做个专项彻查，万一真的遇到重大事
故，后悔晚矣。

宋易容：乘梯不文明，亲人两行
泪。因人为原因导致的电梯事故也不
在少数，一旦出现不文明乘梯行为，电
梯可能“翻脸不认人”，造成生命危险。

我之前居住的小区就发生过这样
的事故，一位年轻男子在电梯里剧烈
蹦跳，导致电梯出现故障停止运行，两
人被困。最终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才将
两人救出。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
乘坐公司电梯时发现电梯门迟迟关闭
不上，出于安全考虑，我和同事马上出
来了。经过维保人员检查发现，“罪魁

祸首”竟是卡在电梯门和电梯轿厢之
间的烟头。

株洲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科负责人余钰哲：今年1月1日至
今，我市共接到关于电梯投诉举报
262件，投诉主要集中在电梯故障、电
梯未按时年检等。市民出行时若发现
电梯安全隐患或电梯质量问题，可拨
打12345或者12315进行投诉举报。

生活在城市，电梯几乎成为人们
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因此，
了解乘梯安全知识，学会紧急事故处
理方法很重要。今年9月是全国第45
个“质量月”，作为“质量月”的重要活
动，9 月 2 日，我市“电梯安全宣传周”
启动，将通过开展电梯安全救援演练
等一系列活动向居民普及电梯安全常
识，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使用电
梯。

如果乘客乘坐电梯被困，最好的
办法是按下电梯内部的紧急呼叫按
钮，如果呼叫有回应，你要做的就是等
待救援。如果报警没有引起值班人员
注意，或者呼叫按钮也失灵了，可以用
手机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如果适逢停
电，或者手机在电梯内无信号，一定要
保持镇静，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打开电
梯内门，也不要攀爬电梯天花板的紧
急出口。若长时间被困电梯，最安全
的做法就是保存体力，伺机救援。

此外，携带大件行李时尽量不要
选择乘坐手扶电梯，可选择乘坐垂直
电梯。比起大人，孩子们乘坐手扶梯
会更容易遇到危险而受伤，因此，家长
在乘坐电梯时要看管好孩子，不要让
孩子在扶梯上跳动或来回跑动。

聊天室

电梯这个事儿，马虎不得
主持人/怪瘦

◀
扫
码
加
入
聊
天
室
。

热搜

温暖又励志！茶陵山区女孩考入资助人母校
郭海玲出生在茶陵县的偏远山区，在她 10

岁时，父亲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家庭陷入困
境。幸运的是，5年前，她遇到了扶贫干部刘陈，
刘陈发动 4 位长沙理工大学的同学组团资助女
孩。成绩最开始还平平的郭海玲在爱心团队的
鼓励和帮助下奋发图强，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如愿考上了这 5 位爱心人士的母校
——长沙理工大学。

长期关注并资助她的刘陈发了一条意味深
长的微信朋友圈：“因扶贫而结缘，因牵挂而助
学；5 年前，长沙理工大学的小伙伴对你念念不
忘；5年后，你选择加入我们开启人生新篇章，是
缘分更是圆满！” （据今日女报）

▲扫码观看视频。

建议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碰碰，谁的日子都有可能是一地鸡毛，我们需要做的就
是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摘自网友“胡同学”的分享）

心情物语

点赞

互动

近日，一位
网友在株洲西收
费站附近拍到一
朵“特殊的云”。
评 论 区 众 说 纷
纭，有的说像嫦
娥仙子下凡，有
的 说 像 赵 云 执
枪，还有的说像
阿拉丁神灯……
你觉得像什么？

近日，武警株洲支队中士吕
东杰在株洲火车站办理公务时，
发现一名老人躬着身躯，拄着拐
杖，步履蹒跚，四处张望。吕东杰
担心老人迷路了，赶忙上前询问
情况。老人已经 95 岁高龄，听力
不好，表达不顺畅，难以从老人口
中获取有效信息。吕东杰将老人
扶到一旁休息，最终，在老人的手
机里找到了家属的电话号码，联
系上老人的儿子将他接回家中。

（据三湘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