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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做一件事，村民就少跑一趟路”

■人物名片
姓名：陈君莉
年龄：41 岁
身份：缙云县五云街道建设村网格员

陈君莉是个“大嗓门”，有着极具辨识度的
声音。在村里，只要她扯着嗓子喊一声，村民准
会不由地嘀咕：“听，君莉又来了。”

2017年，上一任网格员退休，村干部让她帮
忙顶岗一段时间。没想到，一上岗，她便干到了
现在。

如今，在陈君莉的脸上，隐约还能看到几块
斑印，“每块都有一元硬币般大小”。她告诉记
者，这是 2年前被太阳灼伤后留下的印记。2019
年夏天的国家卫生县城复评工作，是她上岗后
遇见的第一件大事。

那段日子，她整日“泡”在整改点：拿着整改
清单，逐一解决——有时是清理垃圾，有时是搬
运柴火。3 个月里，她迎着晨曦出发，披着星辰
回家，尽管做足了防晒工作，但脸还是被晒出一
块块红肿，又痒又疼。

“有一户人家，跑了六七趟，房前屋后的垃
圾，清理了大半天，整整运走 3 车。”在她看来，
这并不是最难的。一次，因为清理了放置在田
间地头的露天粪缸，一村民不乐意，追着她骂了
一路。

用她的话说，那段时日，清理了不少垃圾，
“也挨了不少责备”。

最终，国卫复评顺利通过，而她的肤色，也
足足黑了一度。

如果从卫星云图上俯视建设村，通过屋顶，
陈君莉就能辨认出这是谁家。尽管不是建设村
村民，但如今的陈君莉，早已对村里的大小事务
知根知底。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她感受
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天，她都要排查外来人
员，劝返出门的百姓，给居家隔离人员采购生活
物资，最多的一天，她走了 3 万多步。一天晚
上，她在整理资料时发现，其中一组数据怎么都
对不上，却一直找不到原因，“一着急，蹲在墙角
哭了起来”。

建设村是缙云县城所在地的城中村，常住
人口 1500 多人，具有出租房多、店面多、老旧房
屋多的特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陈君
莉成为该网格人口普查指导员。“每天一睁眼，
目标就是不断找人。”她回忆道，“有时就蹲在门
口等，站在窗外喊。”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她就完
成了 3594 户室的排摸，是街道首个通过验收的
网格。

巡查村庄，发现问题，排查故障，调解纠
纷⋯⋯从事网格工作以来，她像极了一只勤劳
的“小蜜蜂”，每天忙忙碌碌。

“我多做一件事，村民就少跑一趟路。”她
说，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只是想当群众
的“好帮手”。

“修水管、换灯泡，群众喊一声，我马上到”

■人物名片
姓名：周明科
年龄：59 岁
身份：龙泉市道太乡荷上畈村专职网格员

生活在大山里的周明科，是丽水市第一批
网格员。

“我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周明科的话语
里，透露着满满的骄傲。那一次，他的票数全村
最高。此前，他曾当过十多年村干部，群众口碑
甚好。

荷上畈村距龙泉市区 46 公里，是浙江省第
一批省级传统村落、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荷
上畈村包括四个自然村，其中最偏远的赤岭自
然村，海拔 400 多米，从荷上畈村委会出发，步
行需要 1 个半小时。赤岭自然村住着几位留守
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周明科就要上山一趟。每

次经过他们家门口，若没见着人，周明科便站在
门口喊一声：“人在不？”听到屋里回答，他才会
安心走访下一户。有时，他也会进门歇歇脚，和
老人家唠一会。“那种感觉，就像回家，一点也不
生分。”他说，往往刚坐下，一杯清茶就递到了自
己手上。

周明科是土生土长的荷上畈人，常年住在
村里。谁家的狗丢了，哪家的田插秧了，甚至是
村民一个远远的背影，他都能根据走姿喊出对
方的名字。

去年 7 月 9 日凌晨 4 时，荷上畈村遭遇强降
雨。一时间，河面迅速上升，河水淹没了路面。
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周明科意识到情况危急，在
救出自己 91 岁的母亲后，迅速前往村里营救另
外 3 位被困家中的高龄老人，并在第一时间将
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我再次返回村里时，
发现自家的老屋已经被冲倒了。”

周明科是个“百事通”：这家灯泡坏了，他
来换；那家水管裂了，他来修。“只要喊一声，我
马上到！”这句话，是周明科留给村民的承诺。
他心里清楚得很：村里年轻人少，会修修补补
的人更少。因此，只要遇上了，他都会“顺手”
帮忙解决。一次，村民家的水管老化破裂，他
上门里里外外忙活了两天才搞定。村民给他
塞“工钱”，他硬是一分不收：“谁家还没点困难
事呢？”

对村里的一草一木，他也“爱”得深沉。
荷上畈村山林面积 7700 多亩。每个月，他

至少巡山两次。若遇上连续的天晴日暖干燥，
他就坐不住了，“必须每天上山走走看看”。下
山后，他还要挨家挨户叮嘱一遍森林防火事项。

在村里，周明科的衣服总能换出“新花样”：
有时是一身迷彩，做的是森林防火的巡山员工
作；有时是一件红马甲，挽着裤管蹚进河里清理
垃圾。

在成为网格员前，周明科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从事网格工作后，为了提高效率，先后换了 3
款智能手机。如今的他，各种工作 APP 使用起
来得心应手，“连电脑打字都学会了”。

网格员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周明科至今
也说不清。他只知道：群众有需要，喊一声，他
马上到。

“全力以赴，当好侨胞的‘和事佬’”

■人物名片
姓名：徐宋灵
年龄：73 岁
身份：青田县海外网格员

（青田法院海外联络员）

青田是著名的侨乡，现有 33 万华侨遍布世
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俗话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华
侨们在国内外有了矛盾纠纷怎么办？自然是找

“和事佬”——海外网格员来调解。
今年 73岁的徐宋灵，是西班牙知名侨领，也

是青田法院海外联络员。华侨们在国内外遇到
的各种问题，大到经济纠纷、民事问题，小到邻
里纠纷、家庭矛盾，几乎都能通过徐宋灵得到圆
满解决。

出国前，徐宋灵曾担任青田县公安局治安
科长 6年，擅长调解各类纠纷。期间，他走遍片
区所有乡镇大大小小的村子，在村民中“知名
度”较高；然后又在县公安局从事了 6年的外事
工作。1990 年，徐宋灵来到西班牙，从事百货
业，逐渐成为“百货大王“。事业成功的他，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
慷慨解囊，并组织侨胞捐款捐物；筹建“爱心食
堂”，给没有工作没有补贴的困难华人提供餐
饮。因此，2015 年，在西班牙已 25 年之久并深
受侨胞信任和尊敬的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青田
法院首批家事纠纷人民观察调解团成员，2019
年又被聘任为青田法院海外联络员。

徐宋灵说：“作为海外网格员，我将发挥特
长、尽责尽职。”

4 年前，西班牙华侨留先生和吴小姐因为
房子买卖问题发生经济纠纷。他们两人在青
田时本是好邻居，却因此事，矛盾越来越深。
去 年 ，了 解 了 事 情 后 的 徐 宋 灵 ，驾 车 前 往 调
解。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 5 天的不懈努
力，终于让双方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并恢复了
多年的邻里之情。徐宋灵说，退一步海阔天
空，让一分心平气和。处理纠纷，首先心中要
有杆秤，做到公正公平。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对症下药”，让双方各让一步，事情就会得到
合情合理的解决。

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将
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是徐宋灵作为一名“和事
佬”的追求。他说，大部分矛盾开始时都很小，
甚至是为了几块钱、几句话。若处理不好，很
可能会演变成不可挽回的刑事案件，不仅破坏
侨胞间的团结，还会严重影响我们中国人在国
外的形象，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今年 2月，西班牙华侨杨先生和徐女士因为
几句口角起了冲突。一时激愤的徐女士找来几
个人要教训杨先生。知道事态严重的徐宋灵在
第一时间赶过去平息了事态。“幸好当时听了徐
宋灵的话，没有闹到警察局去，要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事后想起来，徐女士心有余悸。

多年来，徐宋灵成功处理了各类大小纠纷
30多件。2020年 10月，他被评为青田县人民法
院“十佳海外联络员”。他说，只要家乡和侨胞
需要，他仍将全力以赴当好“和事佬”。

“像一颗种子，扎根在群众心中”

■人物名片
姓名：“红色娘子军”
身份：遂昌县云峰街道巾帼网格员（群体）

在雷根媛心里，为家门口的乡亲做实事、办
好事、解难事，“比做什么都有成就感”。

“如果最近没什么特别事，你儿子暂时不要

回来了。”随着各地疫情出现反复，遂昌县云峰
街道同心村专职网格员雷根媛的串门频率又高
了起来。

今年 50 岁的雷根媛是村里出名的热心人。
早在 2017 年担任专职网格员前，她就是一个有
着 20 多年经验的计生服务员，村民有事总乐于
和她说上一嘴。大家常说：“根媛是村里的‘小
太阳’，看见她，心里就充满温暖。”

“紧急求助：吴风珠，82 岁，患轻微老年痴
呆，于下午 2点 45分在同心村走失至今未归，请
大家发动亲戚朋友帮忙寻找。”2019年 11月 13
日，一则寻人启事在遂昌人的朋友圈及微信群
里传开。

最早发出这则寻人启事的，正是雷根媛。
当天，从老人儿子处得知消息后，雷根媛第

一时间将信息上报并组织开展搜救。为扩大搜
救范围，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迅速指令网格员
队伍参与救援行动。最终，通过三天两夜的不
懈搜救，老人成功获救。

在云峰街道隔溪村，同样身为专职网格员
的潘伟花，从上个月开始，总是睡得不安稳。

“我们吃了饭就去安置点好不好，您要是不
下去，我晚上可不敢睡觉。”7 月 23 日，夜幕降
临，天空下起毛毛细雨，潘伟花依然奔走在村
里，挨家挨户上门做劝导工作，用细心和耐心，
敲开群众的“心门”。

原来，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受第 6 号台风
“烟花”环流影响，遂昌将有较明显的风雨天
气。在隔溪村，有一处地质灾害点，为了安全，
附近群众必须尽快转移到安置点。为了住得舒
心，每一次，潘伟花都会帮村民提前铺好被褥，
点好蚊香，备好食物。

事实上，雷根媛、潘伟花，只是云峰街道“红色
娘子军”专职网格员队伍里的一个缩影。这些从
计生服务员、文化礼堂管理员、社保员等岗位中选
拔出的网格员，用一件件民生小事，编织着街道民
生的“幸福网”。无论春夏秋冬、雨雪冰霜，她们总
是按时巡查大街小巷；无论邻里纠纷、咨询办证，
她们总是尽心尽力服务。岗位虽小，责任重大，她
们就像一颗种子，扎根在群众心中⋯⋯

在去年村级组织换届中，一直把服务好群
众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东姑村专职
网格员叶素萍，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以 98%的
得票率高票当选为“一肩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

小网格 大担当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默默
地付出。他们的“名字”是——网格员。

2016 年，丽水市实现城乡网格化管理全覆盖。目前，全市共有 4413 名
网格员扎根基层，织就一张张“看不见的网”，只为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紧扣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环节”。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这张“网”，不打鱼，装的都是老百姓柴米油
盐的琐碎事；众多“格”，不写字，记录的却是挂在村民心头的所急、所需、所
盼。他们用双脚丈量大地：高山溪流、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居民小区，每一
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行动排忧解难：平安检查、隐患排查、矛盾
化解、疫情防控，每一次“战斗”，都有他们的汗水。

“小网格”是他们的阵地，“大平安”是他们的理想。用无数个小网格成
就“大平安”，是他们周而复始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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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宋灵 云峰街道网格员（右）

陈君莉（右）

周明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