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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她的调解室外总是排

长队!像看专家门诊一样

“梁老师走得太突然了。我听说
后，心里非常悲痛，难过得晚饭也吃
不下去。”嘉兴分指挥部副总指挥吕
学斌对记者说。
吕学斌和梁惠英是在嘉兴街道

旧区改造中认识的。当时梁惠英已
经是区首席调解员，全区闻名的“老
娘舅”。!"#$年$月，虹镇老街旧改进
入攻坚阶段，这个地块里大多是有
年头的私房，共有产权特别多，因征
收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层出不穷。“梁
惠英熟悉政策法律，先讲道理，再说
亲情，细致耐心地做矛盾双方的工
作，调解成功率很高。”最重要的一
点，她做群众工作有一套，像大姐一
样，对征收居民如春天般温暖，所以
居民家里摆不平了，都来找梁惠英。
征收基地是没有双休日、节假

日的。平时 %点半上班，梁惠英总是
&点就来了，先行梳理一户户居民
的情况，为他们考虑调解方案。八成
以上的居民都愿意接受、听从她的

调解。每天，她的调解室外排起长
队，“像看专家门诊一样！”而晚上八
九时，大家都下班了，梁惠英调解室
的灯常常还亮着。
“!"$!年，'"$号地块成为征收

新政出台后虹口区首个完成二次征
询的基地，最近，基地又成功收尾，
最先交地，这中间，梁惠英功不可
没。”吕学斌感慨地说。

吕学斌还回忆起这样一个细
节：因为太过劳累，梁惠英的健康状
况不佳，脸色不好，她为了不让居民
和同事担心，常常化好淡妆，以精神
焕发的形象来接待群众。

腿没力气! 同事用电

瓶车将她载到公交车站

吴金章是梁惠英的老搭档，
!"$$年他是作为梁惠英工作室的 (

个成员之一来到这儿的，一起成功
调解了几百个家庭矛盾，收到锦旗
("多面。两年前，时任上海市长韩
正曾来到这个工作室，对梁惠英的
调解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梁惠英家在浦东，离虹镇老街

很远。有一段时间，她的腿没力气，
还坚持天天上班，下班后都是吴金
章用电瓶车把她带到 &!)车站，她
再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回家。
“梁惠英的病是给她自己给耽

误的。”吴金章说，“她一心扑在工作
上，身体不舒服也一直拖着。直到今
年春节，女儿逼着她，哦，是‘押’着
她去检查，才查出了肠癌晚期。”)

月份，正在化疗的梁惠英还偷偷溜
出来，跑到基地，看看调解工作进展
怎么样。'"$地块最后调解的是一
个大家庭，子女多达十几个，情况极
为复杂，梁惠英之前做了很多工作，
后来由吴金章接手，期间就细节问
题还打电话给梁惠英。&月 $)日，
大家庭所有成员终于签署了调解协
议，方案还是梁惠英最初拟定的。

吴金章带着记者来到梁惠英的
办公室。办公桌上一尘不染，整齐叠
放着报纸，仿佛在等着主人回来。吴
金章还将司法部授予梁惠英的“全
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的铭牌拿出来，
端端正正摆在桌子上。

每一张照片下! 都有

她的"竹林体#说明

梁惠英 $'*+年出生，'年前从
虹口区欧阳街道妇联主席的岗位上
退休，然后从事调解工作。她的老同
事、欧阳街道宣传科科长汪芳芳流
着眼泪说：“我们上个月还去她家探
望过她，当时她气色还不错。”

汪芳芳曾与梁惠英共事好几
年。她说，“一身正气、待人真诚”是
梁惠英最大的特点，她经常跑居委，
跑居民家，然后一头大汗地回到办
公室。“她的台账做得特别仔细，每
一个案例都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回
访记录。她的字瘦瘦长长，很整齐，
好像一片竹林。”
汪芳芳和现任街道妇联主席任

佳搬出了保存完好的 ,本相册。里
面是梁惠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计
生、妇女工作时拍的照片。相册的每
一页下面，梁惠英都用她的“竹林
体”写着说明：建设新村 *号张金仙
关心照顾八十岁独居老人沈阿婆，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邮电新村 *!

号洪桂英经常帮邻居晾收衣服，清
扫公共场所……

梁惠英在旧改分指挥部的办公
桌靠着窗，窗台上，几盆绿植郁郁葱
葱，透出无限生机。本报记者 邵宁

记者走访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梁惠英生前工作的地方

为不让别人担心 她常常化淡妆
沙虹路33号，虹镇老街里的一幢老旧房子，虹口

区旧改指挥部嘉兴街道分指挥部就位于这里。闻知噩
耗后的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这里。二楼一个房间的门
口，挂着“梁惠英工作室”的铜牌，房间的一面墙上，挂
满了锦旗。房间里，好几个居民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向
调解员诉说着。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梁惠英，已于3天前悄悄离去了。

! ! ! !本报讯 从“怕讲”到“敢讲”，从“讲虚”到
“讲实”，目前全市参加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的基层党组织，正根据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工
作。通过各种形式真诚沟通，讲真话实话查摆
问题，一场场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和党员
评议会，让基层党员们经历了久违的脸红出
汗，深刻剖析自我，真诚批评他人，也为下一
步的改进理清了方向。
“出门检查等同于开车检查，是典型的享

乐主义”“说话随意，发牢骚随便，不注重党员

形象”“对于党组织的活动不重视，常以教学
业务繁忙为借口请假”“工作劲头不足，把自
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先进性作用发挥不明显”
“从网上下载‘体会文章’应付差事，学习把自
己摆进去不够”，这些都是专题组织生活会上
逐一开展的严肃评议。大家普遍感到：多年来
第一次这么深刻地剖析自己，第一次听到如
此真诚的批评。目前，市委教育实践办正在总
结各基层党组织活动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形成七种类别的工作
流程和书记、党员分类测评表。

! ! !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基层党组织召开一场场
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党员评议会

深刻剖析自我 真诚批评他人

! ! ! ! !"年前，如果在日喀则问一位藏族群众
科技是什么，回答很可能是卫星、火箭、计算机
等在当时非常“高大上”的东西。!"年后的今
天，再问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
“科技到处都是，科技无处不在。”这是上海第
七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地区科技局副局长斯
海雄在援藏工作中最深刻的感觉。这一变化
标志着上海科技援藏 !"年取得的最重要成
就，提升了当地干部群众对于科技的认识。

!"年来，上海科技系统共派出了 &批优
秀的干部，为日喀则地区带去了 )*""万元的
资金与物资，组织援藏项目 )"多项，将科技
的火种渗透进教育、医疗、民生、环保、文化等
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日喀则地区科技事业的
发展，协助其他援藏项目顺利开展。
民以食为天，以科技推动日喀则地区的

农牧业发展成为了上海科技援藏的头等大
事。在拉孜县，在上海援藏项目的推动下，“拉
孜县万亩青稞高产实验田”获得成功，增产
,*-，每年为该县增产 #*+多万公斤。为了提
高当地农民收入，科技援藏推动了南汇 %,!,

西瓜移植、亚东县种植木耳、江孜县蔬菜育苗
基地等项目，不仅丰富了当地果蔬的种类，也
让一批藏族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
为了让高原的天更蓝、水更清，上海科技

援藏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环保。!++(年，在
上海市科委的推动下，日喀则 *+./并网光
伏发电项目投入使用，不仅缓解了当地用电
难的问题，更将大规模运用太阳能发电第一

次带入了日喀则的土地。!""*年，太阳能沼
气项目正式启动，来自上海的技术能够帮一
个牧民家庭一年节煤 !吨。昨天，在上海市科
委的牵头下，上汽集团带来了新能源汽车，在
不久的将来，使用清洁能源的国产环保汽车
将有望在雪域驰骋。
科技的核心还是知识的传播。从第一批

上海援藏干部至今，促进教育与科普始终是
常抓不懈的核心工作。$'''年，在上海市科
委的援建下，日喀则科技馆拔地而起，结束了
日喀则没有科技馆的历史，成为了当地群众
接受科普教育的最佳平台。!""&年开始，上
海多家单位启动日喀则地区科普工作，以“科
技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形式走进偏远地
区，让当地的群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
如果说上海援藏工作是一团带来光与热

的火焰，那科技援藏的意义就是让这团火更
亮更热。谈到科技援藏 !"年的变迁，斯海雄
告诉记者，刚开始的工作注重教育科普，这是
科技工作能够顺利推进的基础；接着就是开
展大量项目，以科技提升当地群众的生活质
量；而现在上海科技援藏则进入了“全面渗
透”、“尽心服务”的新阶段。在上海援藏干部
的努力下，藏族群众已经认识到，科技其实并
不一定“高大上”，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解决
方案，但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它无处不
在，时时刻刻为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
虽然上海科技援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功，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斯海雄说，在上海
与日喀则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科学之火一定
会越烧越旺，照亮雪域高原的每一片土地。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
###上海科技改变藏区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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