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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爷是宁波市海曙区南门
街道朝阳社区某公寓7楼住户，与
妻子共同居住，两人年龄都接近80
岁，喜静，晚上休息较早。楼上8楼
住户是王先生、妻子以及两个孩子
的四口之家，两个孩子中一个已参
加工作，另一个初中在读，一家人
通常晚睡，夜间容易产生动静。

张大爷夫妇对这些动静很是
敏感，认为严重影响他们休息。
他们也曾与楼上王先生一家交
涉，而王先生一家则认为这些生
活中的动静在所难免，并非刻意
制造，也算不上噪音。

社区居委会在双方纠纷产生
之初便多次主动介入，但每次沟通

后情况有所好转，过一段时间就又
爆发了，矛盾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时间一长，双方矛盾不断激
化，夜里被惊醒的张大爷夫妇半夜
就以敲锣打鼓来抗议楼上噪音，过
激行为影响了整栋楼的居民，邻居
多次报警都无法解决，“小问题”逐
步演变为了“大问题”。

楼上夜间噪音不止，楼下敲锣打鼓抗议！

怎么破？调解员化身“实验员”解矛盾
楼上、楼下两住户因为噪音问题积怨已深，楼上住户一有噪音，楼下住户便

敲锣打鼓来抗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双方矛盾花足
了心思：他们化身噪音“实验员”，找出噪音源头，从硬件上进行修正；之后还从
思想上作调解，让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近日，宁海县西店镇第二小
学在校内的“一米农场”上开设了
别具一格的思政课，专门讲授关
于土地、农业、农民的红色小故
事，各班参与农场劳动的学生都
要先学完故事再劳动。

“1978年12月，安徽遭遇了
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为了不再挨
饿，18位庄稼汉摁下了18个鲜红
的手印，掀起了土地改革的滔天巨
浪……”11月29日，西店二小德
育主任冯燚斌老师在农场上讲述
着，在他面前的是四年级负责农场
劳动的25名学生。根据课程安
排，这天正好讲述的是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产生。

“原来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那这块田就是我们班的
承包责任田了。”四年级5班的王
梁栋听完故事后赶忙跑到自己班
的种植区照料蔬菜去了。

“有一次跟学生聊天时提到
南泥湾开荒，我发现学生都一脸
懵，好像完全没听说过这个故
事。”冯燚斌老师说，“在轰轰烈烈
开展劳动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

当下，我们的学生应该要学习我
们党关于土地和农业的事迹。”

经过一番策划，西店二小的
“土地思政课”诞生了，共有20节
课，每节课一个主题，第一批面对
的是各年级参与农场劳动的学
生，10位授课老师都是擅长讲故
事的少先队辅导员。除此之外，
农场一侧的墙面也被装饰一番，
整个墙面标注着重大的土地或农
业改革的时间节点，被一条红线

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土地红色
回忆”，一幕幕的历史如画卷般跃
然于墙上，熠熠生辉。

“我们希望学生像学习长
征、抗美援朝等红色故事一样，
深刻体会到关于土地和农业的
改革创新精神、任劳任怨的品
质、服务为人的伟大志愿，这也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部分。”校
长马继吾说。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徐鸿鑫 林晓峰 文/摄

69岁老人
成了小区物业
“应急修理员”

11月28日上午，福明街道兰亭绿源
小区内，69岁的应岳春老人正将小区内被
车撞坏的一截落水管锯掉，然后将新的落
水套管涂上胶水，重新套上，用铁丝箍好。

这样的修理活，对应师傅来说是“小
菜一碟”。修小区下水管道、空调、小区门
禁杆、楼道门……凭着早年在工厂做技工
练就的能力，退休后的应师傅成了兰亭绿
源小区的全能维修工。5年来，应师傅维
修小区公共设施，从不收取一分钱。

他是小区物业的“救急员”

兰亭绿源小区物业经理朱海江告诉
记者，应师傅是兰亭绿源小区的维修能
手，物业遇到解决不了的修理“疑难杂
症”，只要一个电话打给应师傅，他出马
就能解决。

今年8月“烟花”台风来袭当晚，兰亭
绿源小区地下车库进水了，物业备了抽
水泵在地下车库抽水，谁知抽水泵运转
工作了一会就坏掉了。物业组织人员进
行抢修，忙了两个多小时都没修好。“时
间已是凌晨4点多，当时真是心急如焚，
怕水再涨起来，业主的车辆被泡了。”情
急之下，朱经理给应师傅打去了求助电
话，没一会，应师傅带着自备的工具箱赶
过来了。机修经验丰富的他，花了不到
一个小时就将抽水泵修好了。

应师傅有个“维修宝库间”

自家小区楼下的一楼车棚，是应师
傅的“维修宝库间”。这个不足10平方
米的小空间，里面摆放着各类维修工具、
零配件，以及小区业主来让应师傅修理
的东西。有一个黄色的19寸工具箱是
应师傅的百宝箱，一打开，手枪钻、击钻、
钣手等工具应有尽有。记者问，这一屋
子的修理工具，得花不少钱吧？“我自己
喜欢做，退休了也没什么别的事，能帮就
帮一点。我家人也很支持我的。”应师傅
笑着说。

这几年来，应师傅擅长修理的名声
已在小区里传开。社工介绍说，小区25
幢住着一对80岁老夫妇，有一次家里的
热水器龙头坏了，水直喷出来。等应师
傅赶到老人家里时，卫生间、外屋地上全
是水。应师傅不仅帮老人将热水器修
好，还连带着把屋内满地板的水给清理
掉，擦干净，忙活了整整一天。临走，还
关照这对老夫妇，以后有什么东西坏了，
尽管打他的联系电话。

应师傅对记者表示，只要自己身体
干得动，就会一直做小区的义务修理工。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李娜 周晓薇

听完故事再种菜！
这所小学的思政课开在农场上

楼下敲锣打鼓抗议楼上噪音，邻里之间矛盾激化

眼见不良影响加剧，矛盾扩
大，社区居委会请人民调解委员
会（以下称调委会）介入调解。

调委会组织职调解员、社区
法律顾问、包片网格小组长召开
会议讨论方案，在汲取前期多次
调解效果不佳的基础上，决定软
硬件双管齐下去化解纠纷。

首先，在“硬件”方面锁定噪
音根源，最大程度消除噪音的产

生，降低噪音带来的影响：调解员
协调地段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及
志愿者分成两组，入户开展“模拟
噪音”实验。夜间，一组人员进入
8楼王先生家，最大频率模拟家庭
日常生活，另一组人员进入7楼张
大爷家，客串在家准备休息的住
户，倾听楼上声音来源、种类、大
小，一一记录，一轮测试结束后，
两组人员互换场地进行二轮实

验。然后，将两轮实验记录进行
汇总对比，并将记录结果向两住
户逐一反馈、沟通。

之后，调解员邀请张大爷夫
妇前往8楼现场监督，根据实验
结果逐一把噪音源如桌椅、餐具、
家电等安装脚垫、消音垫等物理
隔离物，同时给张大爷夫妇提供
隔音耳塞，尽可能在睡眠时隔绝
噪音。

接下来，调解员们又在“软
件”上下功夫，着力让双方当事人
统一思想认识：调解员分头开展
双方思想工作。

一方面，对王先生释法说
理。根据《民法典》的第288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
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王先生一家应保障张大爷夫妇享
有安稳宁静的私生活状态并享有

排除他人不法侵扰、侵害的权利。
另一方面，劝导张大爷夫

妇。公寓因硬件条件所限，隔音
效果不是很好，楼上楼下难免产
生一些声音，只要不是刻意行为，
应该予以包容，千万不能采取过
激手段“以噪制噪”，依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58条规定：“违反关
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
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在调解员细致工作下和耐心

劝说后，张大爷夫妇与王先生一
家最终相互理解并达成了共识：
王先生承诺在生活中，尤其是晚
上尽量不产生不必要的噪音；张
大爷承诺今后如遇到噪音问题
时，不会使用过激手段进行抗议。

一段时间后回访，当事人对
调解工作和处理结果均表示满
意。 记者 殷欣欣

释法说理，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调解员化身实验员，入户开展“模拟噪音”实验

同学们在“一米农场”中上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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