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5日，西秀区城市公园管理处在麒麟广场开展今冬明春安全生产
暨森林防火消防演练。 □武贵琼 摄

坚决制止耕地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非农化””行为行为

责任编辑：石江寒/校对：唐云霞/组版：赵勇 ANSHUN DAILY 综 合 3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本报讯（记者 罗野 文/图） 12
月28日，市公安局开展“平安我守护·幸
福千万家”关爱民警辅警身心健康活
动。各县区公安机关、交管局优秀基层
民警辅警16组家庭参加活动。

活动通过集体按摩操、蒙眼踩气球
等游戏的方式迅速活跃了现场气氛，缓
解大家紧张情绪。随后大家围成圈坐
在一起，根据工作实际提出影响民警辅
警心理健康的主要症结及平时疏导方
法，让同事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默

契，让他们进一步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学会在紧张工作中加强心理训练，释放
和缓解压力，增强自身的抗压能力。

活动结束后，民警辅警们纷纷表
示，此次心理健康辅导及时有效，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让大家认识
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
步缓解工作压力、提升队伍凝聚力和
战斗力，更激励了大家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更加昂扬的士气投入到今后工
作中去。

市公安局开展
关爱民警辅警身心健康活动

活动现场

9年时光，从新铺、上关、龙潭，再到
如今关岭自治县花江镇司法所，袁凯的
足迹走遍了大半个关岭，他长期坚守在
基层调解工作的第一线，为人民群众调
解矛盾纠纷，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他用不悔青春为人民排忧解难，用真情
实干化解大量基层矛盾，用行动去诠释
人民调解员的责任担当。袁凯的付出也
收获了不少荣誉，今年9月，他被司法部
表彰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婚姻、邻里间的矛盾，土地、合同里
的纠纷都是袁凯调解的“家常便饭”。他
常说，调解员好比“中医师”，也要学会望
闻问切，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做一个倾
听者。

花江镇木工村有一起家庭土地纠
纷，因其父亲过世时，弟弟正在服刑，哥
哥便没有把土地分给他，弟弟出狱后由
于土地问题，两家人一闹就是多年。“我
在调解这个纠纷时，先分析了两天，制定

了调解方案，然后分别去兄弟俩家里沟
通交流，只处朋友，不谈调解，培养彼此
的信任感；接着做其亲人的思想工作，让
亲人加入调解，最后成功调解兄弟俩的
纠纷，让双方重归于好。”袁凯说，有了前
期的准备工作，仅仅一天时间便把这个
矛盾化解了。

随着成功调解的事例越来越多，很
多群众遇到了难事急事和矛盾纠纷，都
会找袁凯进行调解处理。

每一次调解矛盾纠纷，袁凯总会从
县档案局、村委会和村民那里了解事情
的原委，他告诉记者：“当事人容易断章
取义，他们所述说的皆是以切身利益为
主体的观点，虽然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
全部，你要从多方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
才能在调解工作中让当事人对你心服口
服；并且法律要与情理相结合，在严肃的
法律法规里用接地气的人情味去调解，
才能事半功倍。”

正是热爱让袁凯几乎将自己所有的
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奔波村居
间，成为了干群眼里杰出的调解能手，也
收获了大家的赞誉和认可。

“袁所长不仅工作能力强，还极其敬
业。一年当中周末都很少回去与家人团
聚，平时只能通过视频与父母孩子见见
面、聊聊天；在农村基层工作和多元化调
解工作中，他带领大伙调解了众多矛盾
纠纷，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实用的
经验和方法。”花江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罗
廷富说道。

提起袁凯的工作能力，县司法局政
工室主任杨兴娟不吝称赞：“小袁家住贵

阳，是城里来的孩子，没有在基层待过，
一开始他来做基层调解工作，大伙都为
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受不得气，摆不平
事。谁知袁凯到基层后，凭借优异的工
作能力，无论是陈年矛盾还是刚发生的
纠纷，他都能迎刃而解。”

9年来，袁凯指导和参与的人民调解
矛盾纠纷很多，仅今年就达200余件。

提及今年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的荣誉时，袁凯谦逊地说：“这个荣誉
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今后的鞭
策。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加倍努力，用
爱心、关心、耐心、细心去调解好每一个
矛盾纠纷。”

用不悔青春为民排忧解难
——记“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袁凯

□本报记者 高智

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见精神

在新时代发展的壮阔舞台上，每一
位工作者都是主角。在平凡的岗位上创
造不平凡的业绩，自己才是人生的主
角。把每一项事务做到极致，于细微处
见真章，丁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工作者。

丁凯是市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综合科科长，按照组织安排，
2017年7月派到西秀区双堡镇大坝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3年多来，丁凯始终以求
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工作干
劲，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立足本职，兢
兢业业开展各项工作，用实干践行了一
名共产党员、驻村干部的初心使命和责
任担当。

从细节里抓党建

初到大坝村，除了知道大坝村是远
近闻名的脱贫攻坚标杆、乡村振兴典范
的“明星村”，丁凯对村里的具体情况并
不熟悉。于是，丁凯从整理村中各项文
字资料这件“小事”着手，进一步了解大
坝村情，发现村里工作不足之处，再结合
实际思考解决办法。

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身为驻村第
一书记，丁凯首先从抓党建开始。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持续推动大坝村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积极加强基层党组
织后备力量的培养。2017年以来，大坝
村培养了2名党员，4名入党积极分子。
定期开展党员结对帮带活动和志愿服务
活动。丁凯积极召集其他党员对困难党
员、老党员进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党组

织的温暖，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作为示范村，丁凯将大坝的发展成
效进行总结提炼。近两年的时间里，他
为全国各地的学习团队讲解达200余场
次，听众达2万余人次，“大坝模式”不断
得以推广传颂。

“丁凯书记来大坝帮扶，村里的党建
工作、扶贫工作更强了。他来之后，大坝
接连扛回‘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休
闲乡村’‘全省文明村’‘全省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示范点’等荣誉牌。”说起
丁凯，大坝村村支书陈大兴赞不绝口。

从细微处强产业

大坝是一个“因金刺梨而美丽的地
方”，至今已具备了较强的产业基础，但
是发展过程仍避免不了一些小插曲。在
审阅延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8
年度财务报告时，丁凯敏锐地发现合作
社开始出现“吃大锅饭”迹象。“金刺梨返
租倒包给农户，但是管理得好与不好，产
量多或少，合作社照样每年支付管理费，
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惰性和亏损。”丁凯
解释道。

通过深入调研，丁凯提出了“定产定
量”管理模式，让农户与合作社签订管护
协议，规定付费标准，增强农户责任心和
积极性。此举一执行，不仅每年为合作
社节约管理费20万元以上，更推动了金
刺梨增产20万斤以上，进一步提升了产
业效益。

大坝村要实现长远的良性发展，立
足主业，推动产业多样化是必由之路。
2017年10月，陈大兴与丁凯一道参加全
国农村创新创意大赛，丁凯现场敏锐捕
捉到蝗虫养殖信息，马上与陈大兴沟通，
两人看好这个项目，与省外一家养殖大
户联系合作。

“但是对方要价过高，其中仅蝗虫脱
便技术开价500万元，我想着自己背靠
市农业农村局，技术难关自己攻克。”丁
凯说。为此，丁凯带头刻苦攻关，掌握了
蝗虫脱便处理技术，无偿传授给大坝村
蝗虫养殖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已建成
600个养殖大棚，项目利益联结建档立
卡贫困户56户194人，带动近60人就
业，实现产值200余万元。

结合大坝村实际，丁凯与村支两委
反复调研和思考，积极打造了300余亩
藕田种养一体化产业项目，发展生态渔
业，开展“藕+鱼”综合种养模式。2019
年养殖水面达200亩，不仅丰富乡村旅
游业态，还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2020年春节，全村366户，户户均分到
藕田鱼过春节。

从琐碎中赢民心

“驻村就是住村，把工作落在实处，
把心放在群众的身上，以心换心。”丁凯
告诉记者，驻村工作中每天要面对的，大
都是琐碎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关
系着每一位村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
用心、上心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积小事

才能行千里”。
村民黄鑫，父母不幸双亡，其妹妹黄

选芬考上大学，他积极帮助对接办理奖
励及贷款，咨询办理补助减免等；制作帮
扶明白卡，用好用活金融扶贫政策，积极
与农商行对接，对代金华、吴小二等4户
贷款80万元的农户，开展贴息和降息，
为农户减轻还款压力，户均年减少利息
7000多元；他还整合资金，在村里为4个
孤寡老人建幸福小院，同时耐心地做好
村里固执户的工作，动员他们按村里的
规划，搬出老房子，住进村里建设规划好
的别墅房……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丁凯每月驻村
不少于20天，定期走访群众，了解群众
的困难，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
开展慰问活动，落实好贫困户政策，获
得了村民的一致认可和信任。他说：

“平日里在与群众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还能更直接地了解到大家的需求和村
里发展的症结、短板和弱项，为后续发
展提供参考思路。”

通过自身努力，驻村以来，丁凯先后
获得多项荣誉表彰，近日里又获得了
2020年“贵州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大坝三年多，我的足迹踏遍了村
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头，每一户农
户家门，从一无所知到完全熟悉，从陌生
到融洽。现在不是大坝离不开我，是我
离不开大坝了。”丁凯感慨道。“未来我将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扬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苦干实干。”

于 细 微 处 见 真 章
——记2020年贵州省先进工作者丁凯

□本报记者 古宇 甘良莹 实习记者 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