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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老邵居然有这么一手，真是不简单呐！”昨天下午，首南街道
和顺社区的很多高龄孤寡老人，收到了一份暖心的礼物，是社区的
老社工邵建光自己缝制的爱心手套。

一个男人做起女红，这背后竟然有一个很暖的故事。

11月27日，宁海法院召开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发布近四年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判
白皮书及相关数据和典型案例。

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
保持高位运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
不穷。如何依法、妥善化解婚姻家庭
矛盾、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妇女和老
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法院家事
审判的重大课题。

为何提出离婚的大多是女人？

现代女性权利意识强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9年10月，宁海法院共受理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 3339 件，审结 3311
件。其中，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占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约 84.25%，居于首
位；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纠纷案
件（“三费”案件）次之；其余为离婚
后财产纠纷、同居关系纠纷、分家析
产纠纷等。

离婚纠纷起诉主体女性偏多。
2016年至2019年 10月，以女方作
为原告起诉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
占比约 59.5%。面对离婚，现代女
性比男性往往更为“主动”，从过去
的“从一而终”到现在的婚恋自由，
反映出现代女性自我保护意识、权
利意识的普遍增强。

40.97%的婚姻难逃七年之痒？

冲动的婚姻缺乏基石

登记结婚后，7年内离婚的高达
40.97%，离婚原因也从单一逐步转
变为多种原因相互交织，其中包括
性格不合、婚姻感情基础薄弱、家庭
暴力、第三者插足、经济纠纷等。

闪婚闪离现象突出。据统计，
2016年至2019年10月审结的离婚
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相识一年内登
记结婚的达23.79%。然而，因双方
了解不深，婚姻基础薄弱，闪婚往往
容易闪离，其中结婚后一至三年内
离婚的占25.11%。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关耳

天冷了，亲手缝制50余副爱心手套送孤寡老人
坚持一线调解20多年，身患癌症也不肯“下线”

他说：只要居民需要，就会干下去
宁海法院发布
近四年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相关数据

六成的离婚
是女性主动提出的

“176调频+”，意为一起来调停，
这是首南街道和顺社区党建引领下
启动的创新基层社区治理平台。邵
建光说，这个红色团队解决了很多
民生小事，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10 月 31 日，7 幢 15 楼居民孙
尧胜和楼上的孙小香发生肢体冲
突并报警，邵建光第一时间赶到事
发现场。

82 岁的孙小香经常高空抛物，
影响了楼下住户的正常生活。这次
因为晾晒未绞干的衣物，水滴至孙
尧胜的棉被使得冲突升级。邵建光
及时制止，分头做工作。对孙小香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并联系了孙小香
的儿子，希望能通过子女的劝说，让
老人认识到高空抛物等行为存在着
严重的安全隐患。对孙尧胜，一方面
对他经常性遭到楼上的“骚扰”感同
身受，另一方面对他的动手打人行
为表示不认可。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握手言和。

“老邵，真是名副其实的老娘舅，
只要经他的手，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邵建光良好的群众基础不仅仅是因
为他有着20多年丰富的调解经历，更
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心系居民的心。

今年4月，邵建光自掏腰包为15
幢何阿姨家的椅子贴上了毛毡垫。原
来居住在何阿姨家楼下的江师傅多次
向物业、住建等部门投诉何阿姨家搬
动椅子的声音太响，房子隔音效果太
差。邵建光在社区“176调频+”共建群
了解此事后，第二天就给解决了。

和顺家园的居民大多来自老城
区，小区内各类邻里矛盾、家庭纠纷、
历史遗留问题、法律援助、物居关系
等小区热点问题突出，居民诉求繁
杂，社区治理难度大，社区调解需求
量在数量上呈现连年攀升。邵建光坚
持一线调解20多年，不肯“下线”。

其实，邵建光是一个临近退休的
癌症患者，家人几次劝他回家休息，
但他却坚持奋战在调解一线。“只要
居民需要我，我就会继续干下去！”

经他的手，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邵建光今年57岁，当了24年社
工，常年帮忙调解社区的各种矛盾纠
纷，是远近闻名的“老娘舅”。

和顺家园是目前鄞州区单体最大
的公租房小区，住的大多是保障房申
请者。目前，辖区内有残疾人和孤寡
老人160余名，70周岁以上老人300
余名。每个社工都有结对的困难家
庭，而邵建光结对今年 85岁的叶永
祥，平日里出行主要依靠轮椅，老伴
患有老年痴呆，子女不在身边。平时
有空，邵建光经常会去老人家里帮
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前段时间，邵建光在小区帮忙打
扫卫生，刚好碰到老人一个人划着
轮椅去买菜。当时，老人指着他的手
套支支吾吾说：“能不能把你的手
套，借我用用？”连日的阴雨天气，宁
波气温骤降，老人急需手套来御寒。
邵建光赶紧拿了一副干净的手套递
给老人。

“小区里有很多孤寡老人，家里
有现成的布料，天冷了，要不给大家

做点手套？”第二天，邵建光将这一消
息发布在“176调频+共建群”内，很
快就有志愿者响应。

在首南街道和顺社区乐邻公益坊
便民服务中心里，大家忙着赶工。邵
建光熟练地操作缝纫机，其他党员志
愿者们打下手。到昨天，50副爱心手
套全部缝制完工。

昨天下午，他们挨家挨户将爱心
手套送到社区孤寡老人、老党员、清
卫工、保安等人员手中。叶永祥收到
爱心手套时，有些哽咽，“平时就得到
你们的照顾，经常跑家里来看望，今
天还特意送来手套，我真是太激动
了，谢谢你们！”

很多孤寡老人得知这批爱心手套
是邵建光亲手缝制的，更是竖起大拇
指，“老邵居然有这么一手，真是不简
单呐！”

原来，邵建光的妻子做了几十年
缝纫工，他经常在旁边打下手。“看得
多了，自然就会一点。家里刚好有布
料，做手套就是顺手的事，不麻烦。”

他亲手缝制50副爱心手套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陈丽丽 张程豪

邵建光在制作爱心手套。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