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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庭”为农民解开千千结

在信阳工业城城东办事处和谐社区， 有一个被
群众称之为“聊天室”的房间，许多“脸红脖子粗”的
人，只要进去喝过茶、谈完心，出来时大多都会握手
言和。这就是为辖区群众“说理、说法、说情”的城东
社会法庭。

胡正刚是城东社会法庭的一名调解员， 他以前
是基层派出所的一名协警， 从

2009

年社会法庭成立
起，他就来到了这里。他告诉记者，亲和力是社会法
官最大的优势，社会法庭共选任了

23

名德高望重、乐
于奉献的民间人士充当社会法官。 在社会法庭办公
室里，记者看见墙上挂满了群众赠送的锦旗，而一块
写有“一事申诉八年，社会法庭解难”的牌匾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胡正刚向记者介绍说，那是社会法庭刚
成立不久， 城东办事处袁寨村罗湾组村民陶正红来
社会法庭反映：其女儿

2001

年出生，到了
8

岁时，生产
组始终不予调整责任田，导致女儿无土地承包权，并
称其在

2006

年至
2008

年先后到平桥法院、 市中级人
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均被驳回法律请求，

最后到社会法庭请求帮助。 社会法庭立即对此事展
开调查，并到该村民组召开群众代表大会，通过社会
法官耐心细致的解释， 陶正红最终与该组达成调解
协议：从该组预留的机动地中给予解决。事后陶正红
给社会法庭送来了此匾。

社会法官运用个人的威望、所掌握的风土民情、

伦理道德等经验，坚持法情并重、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以诚待人的原则，就地处理纠纷，化解矛盾。社会
法庭依照法律规定，免费对婚姻、赡养、继承、土地承
包、宅基地使用、民间借贷、损害赔偿等纠纷进行调
解，调解方式、程序、结果以纠纷化解、群众接受为目
标。截至目前，社会法庭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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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起，调成率
97％

，

无一名当事人反悔。

你说，这样的日子，谁不幸福！

说起老吴，实际上他并不老，之所以喊他老吴，

是因为今年只有
49

岁的他，已经有了两个孙子。

记者来到位于信阳工业城和谐社区的老吴家，

一眼看见他挂在阳台上的年货：腊肉、腊鸡，腊排、羊
肉，还有狗肉。“年货办得可够丰盛的。”记者说。老吴
笑着说：“以前，我们马岗村的人，就靠种地，出门兜
里有

50

元钱，就是好的，住的是瓦房，喝的是水井的
水。现在，点的城网电，喝的自来水。如今，我们这个
社区里的住户，

50

万元刚起步，

100

万元不算富，

200

万元才是小康户。就说我吧，土地流转，实行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我和两个儿子每人一套房子，还有两间
门面房，儿子开了家餐馆，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地
材公司， 一年还可以挣个

10

万元， 家里买了两辆小
车，以前我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可是城里人羡
慕我们的生活。”

老吴领我们参观了和谐社区。 他说：“我们社区
一期和谐·美好家园、 二期和谐·平安家园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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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平方米已建成，

1000

户辖区居民已返迁入住。社区里
有中心学校、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集贸市场、邮
政银行、健身广场、社区游园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一应具有。 入住群众真正享受到了与城市市民同质
的幸福生活。”

老吴说：“以前我们担心，祖祖辈辈靠种地生存，

没了地， 该如何是好。 没想到政府让我们失地不失
利，失地不失居，失地不失业，我们不仅有了生活保
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而且还享受国家给农民的
各种补贴。你说，这样的日子，谁不幸福！”

吕顺海的“顺口溜”

说是农村，却矗立着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说是城
市， 却掩映着乡村一眼望不尽的绿色……这就是市
级农村改革发展综合示范社区———信阳工业城和谐
社区。

“刘洼刘洼，要啥没啥，泥巴桌子泥巴墙，除了泥
巴没家当，村组干部没人当，开起会来空荡荡……”

“今日刘洼，要啥有啥。楼房幢幢遍地撒，高档家具进
各家，六十光棍成了亲，城市户口迁回家，你说得发
不得发……”说起刘洼的变化，和谐社区党总支书记
吕顺海，张口就给记者来了几段顺口溜。

刘洼村全村
5034

人， 自
2004

年， 信阳工业城开
发、建设后，他们抢抓机遇，并按照村民自治原则，在
全村实施以土地换资源，即政府每征农民一亩土地，

村级提出
3000

元作为发展基金。同时，农民也以股金
形式入股。如今，每年村级建设基金建起的产业园，

年租金收入就达
360

万元。

说起数字，吕顺海特别兴奋。他说，他们村的发
展与“

33233

”这六个数字分不开。第一个“

3

”，三个转
化：农村转化为城市，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工作转
化为城市社区管理服务。 刘洼村转眼成了工业城城
东一隅的“和谐社区”。刘洼村的第二个“

3

”是“三
保”：保证年轻人就业；保证老年人养老，男

60

岁、女
55

岁每月可领
100

元的养老金；社区还统一负担所有
村民的“新农合”。再一个

2

”，指的是“两奖两补”：对
村里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奖； 考上大学的奖， 考上清
华、 北大等重点院校奖得更多； 得大病的村里给补
助，有特殊困难的村里也补助。第三个“

3

”是三看：看
到了新农民、看到了新希望、看到了新生活。最后一
个“

3

”是三满意：让群众满意，让党委、政府满意，让
社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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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过大年，家家户户乐团圆。在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过年备受
人们的欢迎。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象
征着和谐、美好与团聚。因此，过年真好！

记得小时候，老人们常说，大人喜欢种
田，小孩喜欢过年。现在想来，大人之所以
喜欢种田， 是因为要吃饱饭及维持全家的
一切开销；小孩之所以喜欢过年，是因为过
年有好吃好穿。如今不同了，大人小孩都喜
欢过年了， 那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富
足了。所谓传统文化的精髓

:

幸福、美好、团
聚与和谐，在今天才得到真正的体现。

不是吗？且不说每年的春运，四面八方
的人们像候鸟一样归心似箭、期盼团圆；单
就今天民生新闻上刊发的一组有关过年的
照片，就足以看出恰逢盛世华年，老百姓欢
欢喜喜迎新年的高兴劲儿。 老大爷挑着满
满的中意年货，脸上挂着笑意，洋洋自得地
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一片红彤彤的环境里，

那中年的两夫妻正专心致志地挑选着心仪
的“福”字、“喜”字，或是吉祥如意的中国结
之类的饰物、挂件；还有那盛大的赶集的场
面，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多少个为了过年的
人们， 为了和家人的团聚， 为了收获的喜
悦，在紧张地编织着来年的梦想……是啊，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在国家繁荣昌

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都在为一年一
度的盛大节日而忙碌着， 忙碌着喜获丰收
的幸福，忙碌着奔波辛苦的团聚。

过年真好。这不禁让笔者想到，过年真
好是有条件的。杨白劳过年是在“过关”，

70

年代以前的过年是在寻求温饱。 只有改革
开放以后的过年，才是欢欢喜喜过大年，而
只有在盛世华章的今天， 过年才是真正的
好上加好、锦上添花！抚今追昔，应当倍加
珍惜。

过年真好。千家万户瞳瞳日，争插新桃
换旧符。愿我们所有的期待都能出现，所有
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
有的付出都能兑现。

每到过年，潢川的手工挂面供不应求

水果市场生意火

红艳艳的灯笼 喜洋洋的中国结

市区广场西路“春联一条街”年味浓
“这个大灯笼咋卖？”“

120

元。”昨日在市区广场西
路体彩广场前“春联一条街”，一位买主正与商贩交谈。

岁岁年年、辞旧迎新，人们贴春联、挂灯笼，寓意来
年平安、丰收。昨日，记者在市区广场西路看到，“春联
一条街”的商户们已经开始出摊了，红艳艳的灯笼、喜
洋洋的中国结，引得众多市民前来购买和观赏。

每当农历“小年”前后，在市区广场西路的体彩广场
南侧，都临时设置“春联一条街”，供市民集中前来购买
春联、门对、红灯笼等过年用品。简易棚架搭成的门店内
挂满了福字、年画、春联、红灯笼、中国结等装饰品。

每年这个时段都会在此摆摊的郭连潮先生告诉记
者：“我们开业已经有几天了， 今年的生意从目前看比
往年要好些，虽然时而有雨，但影响不大。多数市民都
知道这个地方年前会有春联、挂饰等专卖点。”

在他店里，大小灯笼，各种福字、蛇年饰品等新年
挂件，琳琅满目，品种有好几十种。“就指望在年前这一
段时间赚一笔钱。”郭先生笑着说，“这两年我们声名远
扬，县里也有不少人来我们这儿买呢。”

记者在现场看见，不少摊位前都有市民光顾，一边
挑选商品一边问价。“这儿的商品很齐全，春联、门神、

挂饰啊应有尽有，所需要的在这都能买齐，很方便的。”

在一家摊位前， 市民王家华边付账边对记者说。“我每
年都会过来看看。这么多过年用品，都是以红色为主，

喜庆热闹还好看，忍不住我就会买些。”王家华掂起手
中红色的塑料袋说。

手写春联越来越受市民青睐

洋水果逐渐被消费者追捧

市民专心地挑选着挂件

火红的春联映红摊主的脸庞固始的特产绿豆丸子香酥可口，也是过年必备的小吃

老汉赶集满载而归 光山县白雀镇的集市摩肩接踵，年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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