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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小屋”美在哪里？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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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纠纷属地解”
是诉源治理好模式
郑建钢

直播间不是
无标识“神药”的法外之地

位于郎官巷与咏归路交叉口的
“慈善小屋”作为海曙区“慈善公益
集结角”试点之一，自10月17日启
动以来，便民服务活动已开展了3
次，为100多位居民提供了便利，受
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

11月12日《宁波晚报》

名副其实，“慈善小屋”是真的
小，完全符合“慈善公益集结角”的
定位。顾名思义，“角”就是角落的
意思，也即是说，“慈善小屋”是建在
小区的某个角落，此地平时闲置着，
现在则将其利用起来，要么把现有
的公共设施改造一下，用作“慈善小
屋”，要么新建一所简陋的“慈善小
屋”，用来做微慈善。

严格地说，小屋没有真正的主
人，但确切地说，小区居民都是它的
主人，因为来此服务于人的志愿者以
及接受服务的人都是小区居民，所以
说，它是大家的家，大家都爱它。

“慈善小屋”不仅体型小，其服
务项目也真的小。其提供的项目不
外是眼镜清洗、皮带打孔、血压测
量、就业咨询和对接、刀具维修和维
护等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但这
并不影响它的前置定语——“小而
美”是给它的定性。

“慈善小屋”美在哪里？
首先是美在方便。别看上述例

举的小事，小到不值一提，但落到事
主身上，说不定就成了一桩大事、难
事。以皮带打孔为例，如果没有专

用工具，还真拿它没办法。刀具维
修维护也同样，如果家里没有磨刀
石什么的，只好拿一把钝刀去割肉
切菜。有了“慈善小屋”就不一样
了，事主总能在此找到解决的办法，
多方便啊!

其次是惟其小方见其美。有道
是不以善小而不为，志愿者甘愿用自
己的一技之长解民之困，哪怕是一点
点小困，也见出他们热心为民、乐于
助人的高尚品格，这叫于细微处见精
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服务方式，久而久之，
会在一个小区、一个地方形成一种风
气、风尚，促成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

再次是提供了一种社区治理的
新范式。人的一生，大多数都是在
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讨生活，除非生
老病死，真正摊上大事的不会很
多。遇到皮带打孔、血压测量、刀具
维修等琐事，你总不好意思劳烦政
府部门，要政府出面帮你解决啊。
但不解决也不行，这就需要海曙区
正在试点的“慈善公益集结角”这样
的基层自治模式来帮助解决，居民
的事居民自己解决，小事、小问题、
小纠纷不上交、不出小区，就地解
决，这就是正在提倡的“枫桥模式”
在新时期的创新运用。

20多天的试点实践证明，“慈善
小屋”确实当得起“小而美”的美誉，
海曙区正在创建的“慈善公益集结
角”的基层治理模式切实可行，可以
放手推行。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为探索“属地纠纷属地解”的新解法，
鼓励下设的澥浦法庭以打造“农家法
庭”为抓手，充分发挥基层乡村法庭
的职能作用，探索细化落实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方
法。在澥浦镇设立“解封小院”，聚合
所有解纷力量，真正将非诉机制挺在
前面，将纠纷解在源头，实现诉源治
理的“溯源治理、共同治理”。

11月11日《工人日报》

村民之间的纠纷，大到数额不
菲的财产纠葛，小到鸡毛蒜皮的琐
事，处理起来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
尖锐矛盾，甚至旷日持久的诉讼，结
果弄得两败俱伤。

由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
组成“协作组”，优先采取“解纷员自
办”模式，发挥基层矛盾诉源治理的
大作用，确保群众纠纷在基层就能
得及时、快速、有效的调解处置。

“属地纠纷属地解”，通过非
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以换来多赢
的结果，除了能够及时化解社会

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还能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
资源，同时还有助于进一步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司法服务
保障水平。

应对类型多样化和主体多元化
的社会矛盾，在纠纷化解上的方法
和手段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因地制
宜、与时俱进。“属地纠纷属地解”以
预防为主，将非诉机制挺在前面，以
最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化解矛盾纠
纷，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发展
的需要，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
第一道防线。而且，依靠基层的力
量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共同参
与社会综合治理，其结果往往要好
于其他形式的被动管理。

法国作家约瑟夫曾经说过：“凡
是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断。”
相比其他形式的被动管理，“属地纠
纷属地解”，依靠群众的力量化解群
众的矛盾纠纷，实际效果更好、更明
显，彰显基层自治生命力。纠纷解
在源头，具有鲜明的引领作用和示
范效应，值得大力借鉴和推广。

痛风、结石……在直播间内，患者身体上的病理性不适在主播口中都
是“药到病除”的小问题，而这个“药”，正是直播间主播的带货商品。记者
近日观看多场此类直播发现，一些自称“医生”“中医”“专家”的主播，在直
播间大肆宣传推广具有保健功能、医疗功能的产品，其中一些并不直接在
直播间内售卖，而是引导消费者添加主播的私人社交账号交易。记者查看
多款对方推荐的产品，发现都没有药品相关标识。 11月12日《法治日报》

前两天，家住海曙区白云街道
安丰社区玫瑰苑小区的退休大学教
师王尊三拄着拐杖来到安丰社区居
委会，颤颤巍巍地将2000元现金交
到了社区。老人希望这钱能支持社
区的爱心早餐的持续运营。安丰社
区“爱心一元早餐”正式开始于
2024年 1月 1日，一碗粥、一个鸡
蛋、一杯豆浆、一份小菜，只需一元，
旨在解决辖区内高龄老人的“早餐
就餐难”，带去社区邻里给他们的温
暖。 11月12日《宁波晚报》

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温
情都在无声地流淌，成为推动社会
前进的温暖力量。这种温情，在“爱
心一元早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体现。

“爱心一元早餐”，是关爱老人
的“甜蜜蜜”。一碗粥、一个鸡蛋、一
杯豆浆、一份小菜，只需一元，这不
仅仅是价格的优惠。特别是在早
晨，这份早餐给予了人们一天的活
力与动力。这样的小小举措，既解
决了辖区内高龄老人的“早餐就餐
难”问题，也使得他们感受到了社区
的温暖与关心。而且这种关爱不仅
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

上。老人们可以在社区食堂与其他
居民交流、聊天，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和活力。这种精神上的满足和交
流，对于老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爱心一元早餐”正是通过这样的方
式，让老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和关怀。

“爱心一元早餐”，是社会共情
的“情无价”。“爱心一元早餐”不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慈善项目，更是
社会共情的体现。它的实施离不
开社区居民、志愿者、政府等各方
的共同努力和参与。正是这种共
同努力和参与，使得“爱心一元早
餐”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同时，“爱心一元早餐”
也激发了更多人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的热情和动力。许多人受到启
发和感染，纷纷加入到各种公益事
业中，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
己的力量。这种社会共情的力量
是澎湃的。

“爱心一元早餐”计划是我们温
情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通过简单的
形式和微小的关怀，传递了社会的温
暖和关怀。用爱意掌勺，“爱心一元
早餐”就能香更浓，爱心早餐如此，其
他亦如此。

“爱心一元早餐”需要用爱意掌勺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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