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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 超 曹晓岚

古林镇有 30 个村、社区，面
积 47 平方公里，最远的村到古林
镇调解中心近10公里，乘公交车需
要近50分钟。在张红萍看来，无论是
邻里间琐碎的小摩擦，还是人命关
天的大冲突，都是群众关注的切身
利益，都需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将心
比心，找出矛盾根源，耐心化解。

2012 年，张红萍来到古林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担任调解员。在工
作中，法学专业毕业的她除了运用
已有的知识，还不忘“充电”，不
断学习研究新出台、修订的法律。
2016 年 她 考 取 了 三 级 心 理 咨 询
师，将心理疏导技巧运用到日常调
解工作中。

2017 年初，一对夫妻带着儿
子来到张红萍办公室，妻子怒斥丈

夫出轨多年，对家庭不闻不问，冤
枉儿子盗窃，导致儿子脾气暴躁，
决心与之决裂，现场争吵声一片。
在一旁仔细聆听的张红萍敏锐地察
觉到这对夫妻婚姻矛盾的主要根源
在于缺少沟通，情感信息严重不对
称。她运用心理疏导技巧，引导三
人说出心中的“亲情”，巧妙地打
开了这一家人的“心门”，三人怨
恨的泪化成委屈的泪，情绪舒缓了
很多，矛盾也缓和了。

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张红萍
还 提 炼 出 自 己 特 有 的 “5E 调 解
法”：充分调动 element （要素）、
legislation （法 律）、 emotion （情
感）、help （帮助）、teamwork （团
队）五个方面进行调解。

今年春节前夕，古林镇某村发
生一起煤气中毒死亡案件，双方当
事人对责任划分存在较大争议，案
件一度陷入僵持，矛盾一触即发。

在调解过程中，作为该案主要调解
员的张红萍向参与调查该案的民
警、事故发生地村干部了解案情，
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确立了初步
的调解方案。同时，发动民警、村
干 部 和 调 解 员 成 立 调 解 “ 专 案
组”，共同参与调解。一方面，张
红萍安抚沉浸在悲愤情绪中的家
属，引导他们理性维权；另一方
面，对另一方参照比对相关案例进
行劝说。最终这起重大纠纷得以和
平化解。

2017 年 底 ， 张 红 萍 还 利 用
镇 、 村 （社） 两 级 共 31 个 微 信
群，公示调解员名单和调解预约热
线，带领团队推出“线上预约、线
下调解”的人民调解“O2O”新
模式，对存在特殊困难的当事人，
派出调解员上门调解，实现了“在
家预约，上门调解”。至今，古林
镇调委会通过预约形式调处案件

100 余起，张红萍一人上门调解纠
纷 20 余次、调处案件 13 起，成功
率达100%。

翻开 6年来张红萍调解结案的
卷宗，能看到一问一答间，她考虑
问题既着眼大局，又注重细节，分析
矛盾根源透彻，应用法规政策准确，
还将心理学知识巧妙运用其中，能
准确理清纠纷当事人利益平衡和诉
求结合点，精彩的调解智慧和方法
技巧让人折服。对此，她坦言：“通过
自己的努力，能将大量社会矛盾解
决在萌芽状态，排除可能发生的违
法犯罪、群体冲突等社会不稳定因
素，我的工作便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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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童家村：
家风徐徐传清廉家风徐徐传清廉 百年祠堂育新风百年祠堂育新风

张红萍：
化干戈为玉帛的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使者和谐使者””

石浦渔民发明新型救生雨裤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邵家艳

人杰地灵 能人辈出

走进童氏宗祠，如同欣赏一卷
绵长的历史画轴。推开宗祠的大门，
仿佛推开了一扇属于童氏族人的记
忆大门。

“旧时，宗祠对于族亲们来说是
威严与公平的象征，就连夫妻吵架
都会来到宗祠评评理。如今，虽说宗
祠的功能不同以往，但它仍是落叶
归根的‘魂’，现在已成为传承文化，
延续优秀族训、家风的好场所，也是

村民议事的民主讲堂。”曾在童家村
任职17年的老支书林亨达说。

童氏宗祠里，可以见到很多杰
出人物的故事。我国综合电子信息
系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童志鹏，旅美画家童建人，北
大教授童坦君，爱心大使、演员童蕾
……他们都是童家村的骄傲。

“以仁厚立心，以孝悌律行”，这
是童家村的前辈对于后辈的期望。
历经时光洗礼，百年来，童家村好家
风蔚然成风。

崇尚美德 源远流长

“童市街”“童市镇”是“童家街”
旧时的别称。据记载，童家“起市”已

逾两百年。平常人家里有蟹浆已算
是“上食”，大部分人家只能温饱，但
富家“日食万钱”不乏其人。见之差
距，族中有识之士便建议富人“铜钱
自己挣，用时也要省一省”。富人听
后觉之有理，其后，“节约风”盛行，
有钱人乐助困难人家或助于修路、
造桥、建学校。

如今的“童家街”虽不如过去热
闹，但老街风采依旧。小贩骑三轮车
来街上设点摆摊，有蔬菜、豆制品、
海鲜等，方便村民购买。

好家风带动了好村风，好村风
更带出了好民风。前不久，刚入选中
国好人榜的“爱心理发师”郑兴昌，
开店 46 年救起 12 名落水儿童的英

雄事迹，让人啧啧称道。

村民说事 和谐民生

如今的童氏宗祠，更多地扮演
着“议事堂”的角色。从去年 12
月起，每月的 25 日，童家祠堂内
的樟香讲堂里，“村民说事”活动
能招引来不少村民。

村民们会根据实际，提出不同
的诉求。例如村里的大货车乱停
放，于是大家一起商讨安装限高
栏；全村主要路口需要安装监控摄
像头，安装在哪些点位则成了关
键，于是大家纷纷提出意见与建议
……一项项或大或小的民生问题在
樟香讲堂里被一一解决。

说大事、说实事、说难事、说
好事、说要事，“村民说事”就像
给基层治理加上了制度落实的“催
化剂”。一切公开，一切协商，一
起敲定，一起评议，更重要的是，
把“村民说事”与集体经济、村庄
环境、社会稳定、干部廉洁等村务
相结合，与涉农政策资金补助相挂
钩。

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家
风好，家风好则民风淳。在童家村
的村民中，46人是共产党员，在村
务中发挥着带头引领的积极作用。
在扎实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中，
老支书林亨达起到带头作用。村口
雨棚拆除，党员蒋伟农坚决拆除自

家的乱搭乱建……这般举动与童家
村“两委”班子长期以来坚持正村
风、带民风、树家风的做法分不
开。村“两委”班子“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定期开展
文明户、美丽家庭等系列评比活
动，组织党员干部讲家风、晒家
训，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清廉家风建
设中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自觉带
头树立良好家风。

本报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金 旭

穿上一条造型独特的雨裤，
往水库里一跃。入水者会迅速浮
出水面不再下沉，轻松划回岸边
……像这样的试验，叶建峰已经
做了几百次。近日，叶建峰向笔
者演示了他设计发明的新型救生
雨裤。

叶建峰是象山石浦人，今年
40岁，曾捕过四五年鱼。“我曾有
两名亲人不幸在大海中遇难，内
心触动很大。”他告诉笔者，渔民
在海上作业时常规要穿救生衣，
但很多人觉得碍手往往不穿，以
致发生一起起安全生产事故。“但
渔民作业时必穿雨裤，如果雨裤
具有救生功能，那就能全天候保
护渔民了。于是，我就有了把救

生设施结合到雨裤中的想法。”叶
建峰说。

从三四年前开始，叶建峰四处
找资料，并对照国家、国际救生产
品类标准，自行研究救生雨裤。“失
败了数百次，经常这项指标达标
了，另一项指标够不上标准。”功夫
不负有心人。今年，叶建峰终于成
功研发出第一代救生雨裤。

据介绍，该救生雨裤使用的材
料防火防水防刺防刮，还配备了
SOS灯光信号、救生哨。“我针对海
上和内河，分别设计了不同的雨
裤。比如海上风浪大，海水具腐蚀
性，救生雨裤所用材质的紧密度、
耐腐蚀性更高，能确保72小时内雨
裤浮力下降不超过 5%。”叶建峰
说。

笔者看到，该救生雨裤前内
侧有一个气囊，连接处有个打火
机大小的装置。该装置为压缩气
瓶和水溶开关，遇水后会瞬间向
气囊内注气，使得气囊变成枕头
状，落水者借此浮在水面上，从
而使人员救援更迅速，海上生产
更安全。“在充气救援后，雨裤可
以重复使用，大大降低了使用成
本。”叶建峰放完气囊气体后，不

到一分钟便重新安装好了压缩气
瓶和水溶开关。

“每条救生雨裤的成本近 200
元，更换一次压缩气瓶和水溶开
关只要 40 元。我拿给一些渔民朋
友 和 同 行 试 用 ， 大 家 的 评 价 很
高。”叶建峰告诉笔者，在第二代
救生雨裤中，他添加了自发热功
能，可为落水者提供 8 小时的供
暖，“现正在研发第三代产品，为
了使海上救援更具效率，这次救
生 雨 裤 中 加 入 GPS 电 子 定 位 系
统，该系统可设置电子围栏，一
旦渔民脱离船只落海，船上警示
系统就会报警。”

目前，叶建峰已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申请救生雨裤的发明专利，
并注册了商标。“我已将产品送到
国内权威的中国船级社武汉船舶
救生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
同时工厂也在生产，待检测通过后
产品便可上市。”他告诉笔者。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贾默林

走进陈兆红位于镇海蛟川
街道的工厂，周身被木材的清香
环绕。“看，这 100多年前的雕刻
构件多么精致细腻，现在的木匠
已没这手艺了。”老陈向笔者展
示他正在修复的一张清代七弯
凉床。

今年 55岁的陈兆红是舟山
金塘人，18 岁便拜师学做木匠。
凭着刻苦学习，他很快掌握了传
统家具的制作技艺，30 多年来，
一直醉心于甬式传统家具的工
艺创新。

甬式家具业内称为“甬作”，
以骨木镶嵌、朱金漆木雕等为特
色，与“京作”“苏作”“广作”并称
为明清中国传统四大家具样式。
在陈兆红看来，“甬作”家具的灵
魂是榫卯结构。

“以前，榫卯结构做得好不
好，直接衡量一个木匠的手艺。”
老陈说，好木匠做的榫卯严丝合
缝，不需用任何胶水，家具组合
得非常牢固，使用上百年都不会
坏。这些年，随着家具的流水线
生产，尽管很多中式实木家具也
使用榫卯结构，但或多或少要用
胶水来辅助，失去了“原来的味
道”，而且使用寿命大打折扣。

如今木匠的手锯被电锯取
代，有了电刨子，当年笨拙的手
工雕刻方法，现在用雕刻机几分
钟就能做好。比如做一把圈椅，
按传统方法由一个木匠“一手
落”，与流水线制作方式相比，人
工费要贵一倍以上，而效率只有
后者的三分之一。陈兆红说：“根
本没办法比拼，这也是传统手艺
日趋式微的根本原因。”

传统家具的“内在美”，需要
匠人静下心来做，不能浮躁。但
同时，陈兆红又大胆革新工艺，
利用现代加工设备让家具制作
更为精巧规范，且美观实用。“机
器加工的构件更加精密。有了机
器，还需要手工的配合，让榫卯
联结更为紧密，把传统家具的

‘魂’留住”。
20 多年前，陈兆红就发明

了全国首创的“线木机”和“异形
木线条机”等设备。这些年来，他
在甬式木艺技术领域取得 73项
发明专利、156 项实用新型专
利、96 项国家级外观专利，成为
镇海区“专利大户”。2017 年，他

和宁波家具设计大师胡镇兆联
合制作的“宁式圈椅三件套”，在
第七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
品博览会上获奖，展示了传统家
具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完美结合。
不久前，陈兆红的“甬式家具榫
卯结构”被列为第五批宁波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兆红对用东非黑檀制作
的家具情有独钟，不用上漆，只
要细细打磨便光可鉴人。“家具
是会呼吸的，做好之后要摆上两
三年，完全定型了才能上市。”陈
兆红说。

如今，在中式家具行业，像
陈兆红这样还在坚持用全手工
打造，保留原汁原味的实属凤毛
麟角。老陈说，因为制造成本高，
只能少量定制。老陈在公司正堂
上悬挂了一副对联，上书：“曲尺
能成方圆器，直线调出栋梁材”，
折射出一个老木匠对传统技艺
的执着。“好的东西，一定经得起
时间的沉淀。”陈兆红这样说。

江北区庄桥街道北面的童家村，东与329国道
相连，西通宁慈公路，山清水秀，能人辈出。

作为江北保存最完好的祠堂之一——童氏宗
祠，立于市井之畔，在经历风雨沧桑、阅尽人间春
秋之后，仍向人们显示其昔日的风采。

樟香讲堂、好人墙、党员风采……历经百年，
如今童家村用好家风滋养着一方百姓。童氏宗祠在
经历一轮轮岁月沉淀后，“文明童家”的新风美德
正在悠然展开……

童氏宗祠如今扮演着“议事堂”的角色。（徐欣 邵家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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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来，面对不同人群的不同诉求，她以情感人、以
理服人；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她创新地提出

“5E调解法”，每年成功调解近百起纠纷矛盾。她就是海曙
区古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张红萍。近日，她荣获

“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图为张红萍 （左边穿白衣者） 在调解。（陈朝霞 王超 摄）

叶建峰穿着救生雨裤在水里试验。（沈孙晖 金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