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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昊明 樊芳 陈啸林

时刻把群众摆在首位 ，是
陈啸林始终铭记在心的箴言。

今年是陈啸林负责柏家镇
政法工作的第 5 个年头 。 面对
隐患多、压力大、任务重的基层
政法工作， 陈啸林始终带着为
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想法，解
决好一件一件困扰群众的烦心
事， 用行动诠释了基层政法干
部的责任与担当。

面对面听民声
心贴心解难题

坐百家凳，才能解百家愁 。
陈啸林对如何做好基层民意收
集工作颇有心得。 “俗话说，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 我们作为基
层干部，只有真正沉下去，在话
家常中找到群众真正诉求 ，才
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

柏加镇某重大项目安置区
建设一波三折，矛盾纠纷积累，
群众为此心生怨言。 面对这一
难题，陈啸林下定决心，一定要
妥善解决安置区的发展问题。

他和同事挨家挨户走访 ，
摸清安置区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与老百姓面对面谈心， 梳理出
群众对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20
余条。

“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
发展来解决。 ”了解群众的所需

所盼后， 陈啸林立即向党委政
府汇报情况， 并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具体方案。 之后，柏加
镇将安置区的设施提质作为重
点，完善了小区供水排污、绿化
工程等， 建设了移民安置示范
屋场， 让群众的居住品质得到
极大提升。 小区周边空闲地引
入了赶集市场， 发展了烟花嘉
年华等人气文旅项目。 安置区
商贸日渐繁荣， 大大增强了群

众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这些措
施让群众住得更舒心了， 脸上
的笑容也更多了。 ”谈及此处，
陈啸林十分欣慰。

把群众的小事
办成暖心大事

负责全镇政法工作以来 ，
陈啸林贯彻落实浏阳市 “千名
干部下基层 确保平安促发展”
专项行动工作部署， 联合派出

所 、综治办 、村 组 开 展 治 安 夜
巡 ，依托 “党建+微网格 ”多元
矛 盾 调 处 机 制 和 “ 五 个 到
户 ”， 认 真 抓 好 矛 盾 纠 纷 排
查 ，推 动 交 通 安 全 、反 电 诈 、
防 范 打 击 非 法 集资等专项行
动落实。

陈啸林紧盯全镇民生小事
不放松， 用行动守护好了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 同时，他的温情
工作法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
幸福指数。

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其办公
室大吵大闹， 陈啸林没有申请
司法介入。 “采取强制措施无非
是让我们清静了。 如果不打开
她的心结， 今后遇到一点点困
难，她都会失去生活的信心。 ”
他安排有经验的女干部从法理
到情理， 耐心劝解疏导当事人
情绪， 帮助其解决生活用水等
一系列难题。 当事人的精神状
态逐渐好转，终于打开了心结，
重拾生活的信心。

始终用温暖的笑容面对群
众、向群众予以人文关怀，陈啸
林的工作方法大大温暖了百姓
心田。

2022 年， 柏加镇困难涉访
对象信访案件息诉息访率达到
100%。

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在推动新
时代政法工作创新发展中 ，陈
啸林始终坚持把依靠群众 、发
动群众作为着力点， 推进社会
治理重心下移， 及时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我们在全镇深入推进平
安建设‘十、百、千’工程。 ”陈啸
林进一步介绍， 就是全镇建立
精细化群防群治网络， 在每个
支部网格构建以十大平安专员
为主体的群防群治队伍 ， 把党
员 、乡贤 、积极分子 、民间护河
队、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等团
体纳入巡防队伍。 在村组打造
百个以上平安示范屋场 ， 最大
程度激发群众自治活力。

同时， 在全镇评选千户以
上的平安家庭星级示范户 ，利
用妇女儿童维权站、 妇女儿童
之家等机构 ，组织法官 、律师 、
心理咨询师等开展家庭关爱服
务，榜样发挥引领作用、专业队
伍提供暖心服务， 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把更多法律知识、
心理健康知识送上门， 全力释
放基层网格活力。

如今， 柏家镇群防群治队
伍已壮大超千人， 基本实现管
理服务“一网兜”。

“虽然遇到了很多挑战和
难题， 但我依然坚持着守护群
众幸福生活的初心。 ”谈起未来
的工作，陈啸林笑道。

时刻把群众摆在首位
———记浏阳市柏加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陈啸林

陈啸林（右一）在渡头村调研。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伏志勇
见习记者 樊芳

2022 年，长沙市委常委、市
委政法委书记张敏调研全市基
层政法委员履职情况。 调研座
谈会上， 张敏充分肯定了基层
政法委员的工作成绩。 自 2019
年创设乡镇 （街道 ）政法委员
制度以来 ，全市各个乡镇 （街
道 ）政法委员扎根基层 、主动
作为 ， 抓好了辖区平安建设工
作。

2022 年 ，《湖南法治报 》聚
焦这一群体， 围绕新时代乡镇
（街道） 政法委员工作内容、工
作方法、 与群众发生的感人故
事等 ，开展 “我是政法委员 ”系
列报道活动。

此次报道， 我们走进他们
工作的地方， 聆听他们在基层
工作中的故事 。 从 21 名乡镇

（街道 ）政法委员身上 ，看到了
他们作为基层政法干部的责任
与担当。

在采访过程中 ， 接触到很
多优秀的政法委员。 他们常年
在基层服务，热衷解决群众“鸡
毛蒜皮”的小事，在不同岗位上
发光发热。 在群众一片片欢声
笑语背后， 一个个坚守岗位的
背影、一段段化解难题的故事、
一幕幕拼搏奋斗的场景， 切实
让群众感受到了守护的力量。

周可佳说：“我每天都过得
很充实”，43 岁的他， 早已满头
白发。 唐进在闲聊时说，再给他
一点时间， 一定能做好春华镇
的网格建设。 甘浩文说，不能占
着位置不给人民群众办事 ，快
50 岁的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还在努力学习着新技能。 这些
质朴的话语，让人肃然起敬。

不难发现， 基层政法委员

的工作关系着全街（镇）的平安
稳定， 保一方平安稳定是他们
肩负的最大使命 。 “法治 ”“人
民”“平安” 成了他们口中的高
频词。

法治建设不是政法委员的
独角戏， 而是整个区域联手参
与的大合唱。 推进法治建设是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基石 。
对于基层政法委员来说， 法治
建设的好不好， 关系着人民幸
福安康。 为提升全街（镇）学法、
尊法 、守法 、用法氛围 ，他们不
断发力，有的街道创新推行“互
联网+多元调解 ” 司法服务模
式、培育知名调解品牌，让矛盾
纠纷调解有规可循、有法可依；
有的打造法治建设阵地， 带领
律 师 上 门 普 法 …… 走 进 街
（镇），法治元素随处可见。 “让
法治意识根植于人民群众心
中，让依法办事成为一种习惯。

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法治”
一词像印记一样镌刻在了他们
身上。

通过多次的采访 ， 也可以
发现“矛盾”一词往往出现在基
层政法委员身上。

碰到突发事件 ， 他们是急
性子，接到电话立即赶往现场，
启动应急预案处置事件， 一刻
也不能慢；面对群众，他们又是
慢性子，娓娓道来，耐心地和群
众讲道理、摆事实。 针对因私利
损害了其他老百姓利益的行
为，他们是铁面无私、公正严明
的；面对难以维持生计的群众，
他们是通情达理的， 会想方设
法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每每辖区发生重大事件 ，
他们都坚守在一线 ，“白加黑 ”
“5+2”、24 小时连轴转成了日常
状态， 常常累到直不起腰来成
了他们的真实写照。

但是，“有时候看到老百姓
握着我的手，感谢我时，我又能
坚持了 ”“老百姓很淳朴的 ，你
帮了他，他是真心实意感激你”
……基层政法工作虽然复杂 、
繁琐，想到老百姓感激的眼光，
咬咬牙就坚持了下来。 这也是
诸多基层政法委员一直奋战在
基层一线的原因。

采访结束，与他们闲聊时 ，
他们都认为自己只是做着平凡
的工作。 然而，他们平凡的举动
串起的却是整个辖区的平安稳
定。 整理完 21 名街（镇）政法委
员的采访资料， 形成了 4 万余
字的内容。 4 万余字也记录下了
他们的工作、生活。

我们坚信， 在没有到过的
地方，还有无数个勇挑重担、奋
勇拼搏的身影， 用自己的辛劳
与汗水浇筑着法治长沙、 平安
长沙之花。

■采访手记

4 万字背后的故事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