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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服务·帮办

阅读提示

晚报读者打进晚报热线，反映了市区大洋河河道里存在地笼网以及大洋河
公园路灯不亮的情况。晚报记者及时联系沟通，这两个问题都顺利解决了。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邓春花 陈晓奕

本报讯 近日，在龙泉市 石街道“共享法

庭”内，某村发展互助会与同村村民之间的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在村口就地化解，让矛盾纠纷

不出村。

村民叶某曾以种植蔬菜为由向村发展互

助会借款 40000 元，并签订了资金互助会借款

合同。然而借款期限届满后，叶某却迟迟没有

履行还款义务。村发展互助会经多次催促还

款无果，遂诉至法院。

考虑到双方系同村村组织与村民的特殊

关系，承办法官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但由于村发展互助会股东众多，对是否同意调

解及调解方案，众股东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调

解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为更加有效、妥善化解

该起纷争，让纠纷化解在源头，承办法官积极

联系街道调解员合力调处，由于 2 名调解员前

期已做大量劝导工作，此次双方当事人各自意

见、诉求充分表达后，最终同意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叶某表示自己愿意努力还

款，但因还款能力有限，只能分期履行，村发展

互助会体谅叶某的不易，接受了分期还款的解

决方案。最终，双方就分期返还借款达成调解

协议，圆满将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同日，该院借助“共享法庭”普法阵

地，还就地开展“家门口普法”宣传活动，将普

法教育真正送到群众“家门口”。

据悉，今年以来，龙泉法院不断深化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实现 19 个乡镇

（街道）“共享法庭”全覆盖，积极将调解指导、

纠纷化解、普法宣传等诉讼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持续提供高效、便利、智能的诉讼服务，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多 元 化 司 法 需

求。

龙泉法院“共享法庭”
将司法服务送到家门口

□ 帮办记者 刘烨恒

本报讯 近日，一名自称“笑脸”的晚报读者打

进晚报热线，反映了市区大洋河河道里存在地笼

网以及大洋河公园路灯不亮的情况，希望晚报能

够帮忙联系解决一下。

“大洋河畔的绿化公园很漂亮，饭后很多居民

都会去走走散散步。”“笑脸”居住在市区龙门岭小

区已经有些年数，每天饭后，他都习惯在市区大洋

河河畔散步。“笑脸”说，每次看到河里成群结队的

白鲢，都让他觉得心旷神怡。

可是，前段时间，“笑脸”却在大洋河里发现了

不和谐的一幕：有人偷偷在河道边藏了地笼网，猎

捕河道里的鱼。

“用地笼网捕鱼，这既不文明，也可能涉嫌违

法。”“笑脸”说，自己不确定大洋河里地笼网的数

量，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起来，让美丽的大洋河

更加文明。

此外，“笑脸”还反映了一个情况：莲都区囿山

小学对面的大洋河公园，西面小路的路灯坏了。

“处州中学晚自修放学，有的同学会抄近路走

这边，太黑了，很不安全。”“笑脸”想通过晚报帮

忙，解决掉大洋河附近的这两个问题。

收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针对大洋河里存在

的地笼网问题，记者联系了丽水市水利局。负责

市区河道管理的市水利运行公司第一时间清理掉

了“笑脸”所说的地笼网。

市水利运行公司负责人吴军告诉记者，使用

地笼网捕鱼，对生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经过多

年治理，河道里的生态已经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生

态环境，如果人为使用地笼网捕鱼，会破坏河道生

态。”

此外，吴军说，使用地笼网捕鱼，同样违反了

我市河道相关管理条例，相关部门将会对违反条

例的市民进行处罚。“请市民朋友们不要使用地笼

网，还城市内河一个好的环境。”

针对大洋河公园路灯不亮的情况，记者先后

联系了市亮化办、市水利局及莲都区供电公司等，

最终在市水利运行公司的帮助下，“笑脸”所说的

这几盏不亮的路灯也修好了。

“感谢市民朋友的积极反馈及对我们工作上

的帮助，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我们城市内

河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吴军说。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叶张敏 叶欣欣

本报讯 11 月 1 日凌晨 4 点，云和县白龙山街

道高胥村一民房发生大火，8人被困楼上。云和县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20 分钟成功

救出所有被困人员。

当日 4 时 15 分，云和县消防救援大队元和消

防站接警后，迅速出动，只见现场四周烟雾弥漫，

着火房屋内的大火燃烧得十分凶猛。

由于民房密集，着火房屋位于其中一座五层

楼房的一楼，如不迅速灭火，后果不堪设想。搜救

小组通过架设 9米拉梯到二楼开辟救生通道，第一

时间在四层搜救出一对母子。

消防员发现他们的时候，母子俩已经被烟熏

得瘫坐在了地上。消防员迅速找到棉被将几近昏

迷的小男孩包裹起来，冲向楼下。随后，孩子的母

亲也通过拉梯，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经过 20 多分钟的艰苦奋战，消防员陆续在三

楼抢救出 2名被困者，五楼救出 4名被困者。

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房着火，消防队 20 分钟救出 8 名被困人员

秋末冬初，风干物燥，是火灾易发、多

发季节。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在“备冬”的

同时，消防安全知识也要备足。1、秋冬交

替，风多雨少，要特别警惕吸烟引起的火

灾，不要在床上和沙发上吸烟，不要随意乱

扔烟头。2、请勿使用电暖气、电炉子等取

暖设备烘烤衣物，一旦发生危险，不仅烤坏

衣物，更容易引发火灾事故。3、秋冬居家

时，不要在灯泡上罩纸或其他可燃物，不要

将未冷却的电热器具放在有可燃物的场

所，或将可燃物放在电热器具上，更不能乱

接乱拉电线。4、外出前要切记切断总电

源，检查电源插座、灯头、外露电线等。最

好将家用电器插头及煤气总阀关闭，这样

可以避免短路或煤气泄漏引发火灾。5、在

没有窗户或其他通风管道的房间，特别是

在密闭的板房、临时安置房使用煤气灶、火

炉、燃煤取暖器等，极易聚集一氧化碳导致

中毒。6、电动自行车不得停放在楼梯间、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不得占用消防通

道，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充电。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陈梅芳

本报讯“你们快来看看，好像有一只‘猫头鹰’

掉在了我家屋顶上。”日前，松阳县公安局森林警察

大队接到报警，报警人吴先生称，一只“猫头鹰”掉

落在一房屋顶层。

接到消息后，森林警察大队民警立即前往现

场查看，初步断定吴先生所说的“猫头鹰”为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

据介绍，红隼食肉，是白天活动的猛禽，多为

单独活动，飞翔能力极强，也是视力最好的动物之

一。我国的所有隼形目鸟类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隼形目的鸟在鸟类中处在食物链的顶端，

且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红隼还

是比利时的国鸟。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据工作人员判断，这只掉落在

屋顶的红隼，可能因尚且年幼力小，无法长时间高

飞，在尝试飞行的过程中意外跌落。

今天早上，记者联系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

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受伤的幼隼已经成功放

飞大自然了。

幼隼试飞时跌落受伤
松阳市民热心救助

读者打进晚报热线：市区大洋河河道里有地笼网，公园里路灯不亮

在记者协调下，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消 防 视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