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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询）
近日，区法院调解了一起
家事纠纷案件，承办法官
将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
庭审、调解中，努力减小家
庭变动对未成年人成长的
不利影响。最终，孩子的
父母就离婚、子女抚养等
问题达成调解协议。

文某（男）与罗某（女）
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小
文（8 岁）。文某与罗某因
夫妻感情不和发生争吵，
文某欲将小文带离小文的
外婆家。小文不肯，文某
遂暴力拉扯，导致小文受
到惊吓。罗某知晓后，向
小文的班主任老师请假将
小文带离学校，并带其在
合川城区游玩散心、舒缓
心结，但未将此事告知文
某。文某未及时联系到小
文与罗某，遂以罗某无故
将小文带离学校，剥夺其
受教育权为由，要求区法
院依法取消罗某的监护
权。

根据掌握的案件事
实，承办法官王小丽对罗
某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
告诉罗某：“文某与女儿的
沟通、教育方式方法确有
不对，但作为小文的监护
人，你也应当与小文的父
亲文某多沟通，应在带离
小文的第一时间告知文
某。”“以后会更加注重与
文某的有效沟通。”罗某表
示，自己与文某的夫妻感
情已经彻底破裂，后面要
起诉离婚。

数日后，王小丽法官
收到了罗某起诉文某离婚

纠纷案。为了提升案件办
理效果，王法官决定将两
个案子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审理。

庭审当天，在法庭调
查结束后，王法官再次对
罗某、文某进行了家庭教
育指导，要求罗某与文某
积极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和
情感需求。并特别指出，

“父母发生矛盾后，要更加
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不
得将不良情绪发泄至孩子
身上”。罗某、文某听后陷
入沉思，表示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错误性。

后文某撤回了对罗某
的监护权纠纷案，并就离
婚、子女抚养等问题与罗
某协商一致，达成了罗某
与文某离婚、女儿小文由
罗某抚养的调解意见。

调解完成后，王法官
告诉罗某、文某，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重
要，在离异后双方也要保
持良好的抚养关系，认真
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
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区法院始终秉持未成
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
家庭教育指导贯穿涉未成
年人家事案件庭审全过
程，以案结事了为导向，在
化解纠纷的基础上，对未
成年子女的父母或其他家
庭成员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在帮助其纠正监护失
职行为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修复当事人之间的亲
情，以司法的力量共同守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指导融入审判
共同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狮滩镇幅员面积53.8平方公里，辖
8个村、1个社区、78个村（居）民小组，
共有 15 个基层党支部，其中党员 639
人。近年来，狮滩镇以“红细胞·微治
理”工程为指引，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工作为切入点，加快推动以党建
引领、法治保障、德治先导、自治强基的

“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实现辖
区社会政治更加稳定、治安秩序更加良
好、矛盾化解更加有效，最终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建引领
开辟基层治理新格局

焕然一新的民居，整洁亮丽的街
道，喜笑颜开的居民……记者在狮滩镇
看到，处处都是这样让人心生暖意的风
景。“我们这里主要是单体楼院型社区，
还有几个存在建设遗留问题的小区，大
部分建筑建设已久，基础设施条件较
差，物业管理几乎没有，治安问题也比
较突出。自从有了自治委员会，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街道整洁多了，治安也好
多了。”住在狮滩社区的刘大爷笑呵呵
地说道。

狮滩镇深入实施“红细胞·微治理”
工程，大力推进以党建为统领、划小治
理单元为基础、民主协商为路径，进一
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将全镇 78 个
网格细化为207个楼院小单元，在单元
内成立自治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努力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

去年狮滩镇通过自治委员会有序
组织协商民生实事 17 余件，收集各类
意见建议 22 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4
余件。发动党员爱心志愿者 47 名，开
展志愿服务18场次，惠及群众294人，
结对帮扶13户困难户。

同时，为切实解决老百姓关心的民
生实事，狮滩镇聚焦在群众关切的问题
上，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带头“服务”的模
范引领作用，科学谋划解决方案、带头
发动组织实施、正确引导群众参与、妥
善化解矛盾分歧，顺利完成了社区水网
改建、一二级污水管网改造、农贸市场
扩建、社区垃圾处理分类、“看家天眼”
工程共建等重点工作。经过近年来的
努力，现狮滩镇环境更整洁，治安秩序
更良好，群众对事务更关注，对党员干
部更信任，逐步形成“党支部作引领、广
大党员作模范、广大群众齐参与”的社
会治理新局面。

“百姓茶馆”
打造法治文化新阵地

3月10日下午，狮滩镇“百姓茶馆”
座无虚席，一场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主
题宣讲在这里举行。一位常来茶馆的王
婆婆说：“茶馆每个月会开展两三次宣
讲，通过摆龙门阵的方式让大家更加熟
悉法律知识和政策，有时候小孩放学了
也会把孩子带过来一起听听法律知识。”

狮滩镇“百姓茶馆”成立于2017年
9月，成立初期，开设了“品盖碗茶·学身
边法”“品盖碗茶·听百姓话”等专题栏
目。近年来，狮滩镇“百姓茶馆”不断升
级打造，规模由之前的 40 平方米扩大
到 120 平方米，新设有品茶区、法律咨
询室、心理疏导室等功能区。新推出

“品盖碗茶·建强镇言”“品盖碗茶·学德
理法”“品盖碗茶·听文明戏”“品盖碗
茶·解百姓忧”“四点半课堂”等专题栏
目。

“我们通过邀请镇领导、法官、律
师、政法工作人员、文艺骨干、宣传能
手、模范人物等前来茶馆坐堂，以政策
宣讲、现身说法、共同探讨等形式宣传
党的政策和路线。同时，还定期组织辖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群众代表，
企事业单位人员，各行业、协会代表，党
外人士等前来品茶讲法学法。”狮滩镇
政法委员吴刚告诉记者，如今，“百姓茶
馆”集法治宣传、政策宣讲、人民调解、
民情收集、建言献策、参政议事等多项
功能为一体，成为了狮滩镇新型的法治

统战文化阵地。去年以来，“百姓茶馆”
开展各类法治宣讲15场，开展“普法龙
门阵”“田间普法大讲堂”“法治集市”

“法治故事小喇叭”等特色普法活动130
余场次。

除了不断深化“人文狮滩·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进一步强化
普法阵地建设，狮滩镇还围绕法治型党
组织建设要求，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
时，不断推出法律服务满足群众需求。
通过不断整合多种法律服务资源，积极
引导设立“绿桥法律诊所”，由镇调委会
专兼职调解员、联合司法干警、律师、法
庭法官、检察室检察官及派出所民警等
人员组成“医生”队伍，由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各类群众志愿者组成“法律护
士”，通过集中“义诊”、专家“坐诊”、入
户“巡诊”等形式，开展以法律咨询、普
法宣传、矛盾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等服
务为主的无偿法律服务。

“诊所”成立以来，共开展“大型义
诊”活动 19 场，接受群众咨询 1200 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17850余份。通过多
种方式，提供法律服务 104 人次。为 5
个单位提供“法律体检”，发现并解决法
律风险 18 个，帮助拟定各类合同协议
93 份。开展法律知识培训 15 场，培训
387人次。

协商议事
创建平安和谐新天地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把大家召集

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商议村里加装天然
气管道的事情……”在狮滩镇任家村村
民议事厅内，几十名村民代表和镇、村
干部围坐在一起商议村里加装天然气
的事情。

“村民们有时为一些小事而发生矛
盾纠纷，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调解了8
起矛盾纠纷。”任家村党支部书记李会
告诉记者，基于这样的现状，任家村变
被动为主动，通过开展“民主法治示范
村”创建活动，创新推出民主协商“五民
工作法”，即“听民意、集民智、讲民主、
聚民心、惠民生”，实行“有事商量着来”
工作方法，通过民主、协商、议事形式，
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做到村（社区）公共
事务事项“民提、民议、民定”，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目前，狮滩镇建立了‘民主协商议
事厅’9 个及‘流动协商议事点’56 个，
将协商议事会开到各个院坝。近年来，
各村（社区）共协商政府项目建设 42
件、建设发展建议97件、居民自治事项
286 件，通过议事厅讨论 97 场次，流动
议事点讨论386场次。为全镇“看家天
眼”建设、公路建设、陈家湾矿产资源开
发、合川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市、
区级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
保障。”吴刚介绍道。

另外，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任家村还将党员志愿者分别编入“背
篓宣讲队”“普法轻骑队”和“普法宣
传车队”，组建了一支立体的乡村普
法团队，即法治大道有普法宣传车，
乡间便道有普法轻骑队，村落院坝有
背篓普法队，真正做到普法宣传不遗
漏一院一户。任家村以开展“民主法
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为抓手，实现社
会和谐、农民增收、经济持续发展，实
现村级经济和农民人均收入等各项
指标在全镇连续多年位列第一。2018
年，任家村还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

这只是狮滩镇坚持党建统领，扎
实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有效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努力构建文明和谐的
新狮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以
狮滩社区文化公园为阵地，积极打造
狮滩镇“耕读”文化品牌，挖掘传承狮
滩革命纪念碑背后的红色基因，提出

“人文狮滩·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理念，运用“一门式”服务模式，把群众
的实际需求作为提供服务的重要依
据，推动社区服务由“以指令为导向”
转为“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治理
新格局。

“四位一体”构建社会治理新体系
——狮滩镇创新社会治理综述

○记者 甘晓伟 文/图

工作人员为村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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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张亦筑）4
月 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协
获悉，其印发了《2023年重庆市社
区科普大学（重庆老年科技大学）
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我市将在已建或拟建的社区
科普大学教学点加挂“重庆老年科
技大学教学点”牌子，大力实施智
慧助老行动，推动社区科普大学与
老年科技大学融合发展。

我市将鼓励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所属街
道（镇乡）综合办事服务机构等
开设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科学
合理安排全年课程，丰富科普教
学活动形式内容。常态化普及涉
及民生福祉的食品安全、卫生防
疫、垃圾分类、防灾减灾、家庭教
育、防骗反诈、防范邪教等科普
内容。

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加挂“重
庆老年科技大学教学点”牌子后，
还将开设相关系列课程，大力实施
智慧助老行动，将科学素质系列读
本《银龄智慧生活知多少》纳入必
修课，普及智能手机应用知识，帮
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越过

“数字陷阱”，享受“智慧生活”。
同时，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

将充分收集群众意见，摸清群众
科普需求，围绕“科学+艺术”“科
学+健身”“科普+文化”“科普+
旅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设
置选修科普课程。根据群众关切
的热点问题，及时邀请专家答疑
解惑。主动吸纳辖区科技工作
者、科技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
发挥科技工作者所长开设特色科
普课程。

为加快推动科普资源落地，
《意见》提出要壮大科普中国信息
员队伍，鼓励社区科普大学教师、
学员及社区群众下载、安装、注册

“科普中国”App，自觉开展权威科
普信息资源的学习、分享，引导学
员将科普中国、科普重庆优质资源
利用 QQ 群、微信群、朋友圈等进
行二次传播。以社区科普大学为载体，动员社区工作者、
教师志愿者、学员志愿者等注册成为中国科技志愿者，鼓
励以教学班或科普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单位，注册成为中国
科技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科普创作、科普宣传、科普讲
座、科普文艺表演、科普展览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据2023年4月11日《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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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材
牛肉、芹菜、小米椒、蒜末、姜丝、生抽、白

糖、食用盐、料酒、淀粉

步 骤
1、将牛肉用清水冲刷一遍，随后把牛肉

切成片状或是条状。之后放到清水中反复抓
洗，将牛肉中的血水清洗出来，可以去除牛肉
的腥味。

2、牛肉洗好之后，挤出多余的水分，随后
在牛肉中加入少许的料酒、生抽、食用盐、姜丝、蛋清、淀粉，腌制10分钟。经过腌制牛肉会更
为入味，同时可以去除牛肉的腥味，让做出来的菜肴更为美味。淀粉还能够锁住牛肉的水分，
让牛肉吃起来口感更为鲜嫩。

3、把牛肉放到一旁腌制，将芹菜头尾两端去掉，并把叶子摘掉，清洗干净，切成段状，放到
一旁备用。

4、牛肉腌制好之后，就可以炒牛肉了。在锅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等油热了之后，把牛肉
下入锅中。用中小火翻炒，等到牛肉
全部变色盛出来，放到一旁备用。

5、在锅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随
后放入姜丝、蒜末，炒出香味之后，下
入芹菜。等芹菜微微变色之后，把炒
至半熟的牛肉放入锅内，随后放入食
用盐、生抽、白糖调味，等到食材吸收
调料，菜肴就做好了。

芹菜炒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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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 美美

食 材
糯米粉、艾草、食用油、猪肉糜、竹笋、荠菜、豆

沙、咸蛋黄、肉松等

步 骤
1、艾草洗净，浸泡半小时后捞出，沥干水分，

榨成汁。
2、在糯米粉中加入艾草汁，少量多次，不停揉

捏至面团软硬适中，不沾手即可。
3、取一块面团，揉搓成直径约 2.5 厘米的长

条，切块备用，同时准备好自己喜欢的馅料。
4、包捏馅料成型。包的过程中可适量涂

抹少许油在面团表面，防止后续青团粘锅。
5、蒸锅加水，水烧开有水蒸气后，放入青团。
6、蒸6~10分钟即可。辨认青团是否蒸熟，需

观察表皮有
无小气泡，同
时体积应比
生胚时略大，
颜色转为暗
绿，用手轻轻
触摸感觉柔
软。

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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