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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岁的陈芳总说自己前半辈
子命苦，“遇到梁老师，苦尽甘来。”

"##$年，从新疆返沪的陈芳一
家三口落户虹镇老街的弟弟家。弟
弟与侄女陈雅梅有矛盾，陈雅梅长
年在外。弟弟患癌症至病逝期间，
都是陈芳替侄女尽孝，陈雅梅从未
现身。

"%&&年，陈芳却突然发现，陈
雅梅听说动迁消息后悄悄回来，与
动迁公司签协议，将 &%%余万元补
偿和补贴全部领走。陈芳一想到无
情无义的侄女就气得血压飙高，又

气又急，四处上访，光给市领导的挂
号信就寄出十几封。直到儿子在网
上看到梁惠英工作室进驻动迁基地
的新闻，这才找到方向。

'月的一天，陈芳找到梁惠英，
梁听完后，立即给陈雅梅打电话。陈
雅梅恶语相向：“我家的事要你管！”
梁惠英也不客气：“你不解决，我就
一直盯着。”话音未落，电话被挂断
了……第二次、第三次，情况相同。
直到第四次，梁惠英才说服陈雅梅

多听几句：“你知道父亲的骨灰在哪
里吗？你爸爸生前身后，都是姑妈代
你尽孝的。你爸爸写过遗书，要把户
主改成你姑妈，抚恤金也留给她，你
姑妈却原封不动。你摸着良心说，做
得对不对？”
梁惠英用耐心和真心，终于说

动陈雅梅接受调解。"%&&年 !月 "!

日下午，(小时的苦口婆心，陈雅梅
夫妻俩松口了，但又提出没钱补偿。
梁惠英追上一句“你们是成年人了，

要有担当！”终于敲定补偿方案，陈
雅梅退出购房后的 ")万元余款，让
陈芳再买一套安置房。
下午 '时，梁惠英送走双方，回

到桌前，马上起草购房申请，忙到 )

时许才下班。之后，又不断催促经办
人落实。春节前，陈芳签完协议还没
拿到钥匙，就兴冲冲找到地址，绕着
屋子转了五六圈，踮起脚尖隔窗张
望。她由衷地说：“如果不是有梁老
师，这么好的房子想也不敢想。”

虹口区旧区改造首创引进人民调解机制，一年
成功调处纠纷85件，口头达成协议11件———

“梁惠英调解工作室”的启示

! ! ! !虹镇老街的动迁工作难度大，
关键就是因为这里几乎都是共有产
权房，动迁公司能把分给每家每户
的“大蛋糕”切好，家庭成员却往往
切不好每人一块的“小蛋糕”。

虹口区司法局长王北翼指出，
动迁公司不能代居民制定家庭内部
分配方案，也不能等待法院宣判后
才分房，而且，法院也只能在事后通

过判决解决矛盾，这其中便形成真
空，使得动迁大局往往被个别人的
家庭矛盾拖累，不利于居民尽早安
居乐业。
如今，虹镇老街动迁基地探索

将人民调解这个独立第三方引入，
与动迁征收部门紧密合作。一年多

来，梁惠英工作室接待 $%"$人次来
访咨询，调处由动迁引发的家庭内
部纠纷 $*!件，其中 )'件成功，另
有 &&件达成口头协议。
虹口区司法局设想，今后进一

步探索人民调解与司法裁决部门互
动，尝试将一部分司法机关认为无

需强制执行的案件转介人民调解，
成为化解动迁中家庭矛盾的第一道
防线。同时，还要培养更多“小梁惠
英”，把工作室培育成完善的社会组
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社会
发展做出更多贡献。本报记者 孙云

!文中调解对象为化名"

“梁惠英人民调解工
作室”设在沙虹路虹镇老
街口的虹口区嘉兴路街
道办事处。走进这座四层
办公楼，人们常错觉自己
穿越回到上世纪 80年
代，更有人说，这一带的居
住环境仍停留在上世纪
60年代。虹镇老街早已被
定为虹口区旧区改造重点
区域，穿街走巷，随处可感
受到居民盼望动迁的热
切心情。然而，这里多为
私人建造的共有产权房，
动迁带来的巨大利益往
往催生家庭矛盾，延误动
迁和旧改进度。

2011年 1月起，虹
口区在全市旧改工作中
率先探索引入人民调解
机制，既调和许多家庭的
矛盾，也促进旧区改造提
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之
举。62岁的梁惠英，这位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成
了虹镇老街居民心服口
服的“新老娘舅”。记者近
日来到梁惠英工作室。

!新老娘舅"巧断动迁家务事

培育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昨天下
午，市政协举行委员“学习茶座”，
围绕“在价值取向引领下推进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主题开展座
谈交流。委员们集思广益献计献
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文化建设之魂，文化工作者要在
践行“公正、包容、责任、诚信”这八
个字的价值取向中走在前列，勇
于探索创新，“做大”、“做强”文化
产业。

要以创意、智慧取胜
委员们指出，上海文化发展繁

荣要以创意、智慧取胜，创造出满
足当今社会各群体的文化产品。
“我最近和关栋天等几位艺术家合
作排演了一出三部曲的话剧《尴
尬》，是讲中年人的情感生活的，创
作手法和题材都比较有新意和特
点。”王丽萍委员说，我们不缺优秀
艺术人才，只要有好的创意好的作

品，自然会吸引人才纷至沓来。“我
们这个创作团队中的成员没有一个
是上海人，而且是跨界合作，却能用
作品发出海派文化的声音，这就是策
划和智慧的力量。”她还建议举办文
化沙龙，邀请各界文化人参与讨论，
开展观点碰撞。
方荣委员说，上海的电影电视

艺术创作出现低谷，人才外流，品牌
效应减弱。他建议在上海办好一批影
视节、建立文化的专项基金，吸引一

批优秀人才，在未来的迪斯尼乐园附
近，建立一个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形成一批影视文化产业衍生产品，让
上海重现“东方好莱坞”胜景。

兼收并蓄、雅俗共赏
殷啸虎委员认为，海派文化的

精髓在于兼收并蓄，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必须具备宽容的心态和包
容的精神，这也是一直以来引领海
派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殷啸虎以

“周立波出走浙江”的消息谈起，
“我们可以不承认周立波是海派文
化的代表，但不能无视海派清口的
社会影响力。”他认为，上海发展文
化事业，需要宽容的心态和包容的
精神，以及重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环境，包括处理好“洋”与“土”、“雅”
与“俗”、“大”与“小”、“内”与“外”的
关系。
参加“学习茶座”的市政协主席

冯国勤在交流时指出，要坚持发挥
文化化人育人功能，通过一切文化
产品和样式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
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提供精神支
撑。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秘书长陈
海刚出席。市政协学习委员会主任
宋超主持“学习茶座”。

高举责任火把
———记上海青年新闻工作者继承优良

传统积极、主动、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

市政协委员认为文化工作者要践行“公正、包容、责任、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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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孩子的家长队伍里，蓝色的是物业保
洁员，绿色的是超市营业员，橙色的是工地建
筑工；全家吃饭、做事只有一张桌子，孩子的
作业本上常常布满油渍；不识字的“80后”家
长，让孩子代自己签名……这些，是上海文汇
报青年记者李雪林在调研来沪务工人员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时发现的细节。她在此基础上
采写的深度报道《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

去年以来，上海青年新闻工作者积极、主
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他
们继承优良传统，直面现实问题，深入一线。

在“走转改”中
了解民情

目前，在上海主要新闻媒体
中，*'岁以下的青年采编人员接近
采编队伍的 '%-，特别是一线记
者、编辑、编导、主持人中，青年人是
主力。
去年 )月以来，上海青年记者

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宣部要求和上海
市委宣传部部署，在上海市记协指
导和组织下，发起主办“发现的力
量”等活动，发动广大青年记者全身
心投入“走转改”活动，并将其内化
为青年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龙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青年

记者徐瑞哲的报道《别人过年回乡，
华东理工大学厨师何民杰二十年守
在食堂———除夕，为留校学子掌大
勺》刊登在报纸上。“何民杰在除夕
夜为 "%%多名中外留校学生送上了
"'桌年夜饭，而留给在绍兴的妻子
和 &*岁女儿那桌团圆饭，是三天前
准备的。”徐瑞哲说，“与这位多年放
弃自家年夜饭的厨师相比，我放弃
自己的一顿年夜饭到校园采访又算
什么呢？”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振

武表示，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要通
过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真正回
归本原；要讲政治、讲大局、讲责任，
走出互联网、走入生活中，不做围观
者，大局装心中；要眼睛向下，用一
颗对人民群众的真心去发现新闻、

报道事实、廓清认识。

在“走转改”中
贴近群众

走基层，人下去了，心下去了
没有？上海许多青年新闻工作者在
“走转改”中深刻体会到，只有带
着一颗心走基层，才能让老百姓真
正袒露心扉，获得“原汁原味”的
群众语言。
文汇报青年记者叶松亭在采写

稿件《露天电影，一起乐呵》过程中，
先后 *次到长宁区凯桥绿地观看露
天电影。“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一
个由领导领到放映员跟前的报社记

者，我们还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总
感觉有点‘隔’。”叶松亭说，“于是我
又单独去了两次，和他们一起踩黄
鱼车、架放映机、竖电影银幕。慢慢
地，采访对象和我不见外了，聊起了
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这时候，我再提
起初次采访时问过的问题，发现答
案与原来不一样了，我感觉这是更
真实的回答。”
新民晚报记者潘高峰、陆常青

在基层调研时，多次前往京沪高速
江桥收费站采访。“很多细节，你不
到现场是无法了解和体会到的，”潘
高峰对记者说，“一线收费员的收入
很低，她们工作在狭小的环境里，每
天长时间做着枯燥的动作。当我们

听到有的司机因为对拥堵有怨气，
将痰吐到钞票里递给收费员时，感
到一丝愤怒，同时感到肩上的责
任———一定要为这些默默奉献的人
呼吁，争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在“走转改”中
升华自己

“走基层，不是一直在走吗？”
“走基层，走到哪里算是基层？”“走
基层，是不是选题越苦越好，跑得越
远越好？”这些，是部分青年新闻工
作者在“走转改”活动开展之初的
“问题”。随着活动深入开展，他们的
疑惑逐渐冰释，对新闻的认识“更上

一层楼”。
“走基层不仅是走底层，它代表

的是一种深入探寻的态度；走基层
要有典型性，需要聚焦矛盾突出的
领域；走基层还要见微知著，把握住
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解放日报青
年记者黄勇娣在深入“走转改”后，
有了这样的体会。作为一名跑“农村
口”的记者，黄勇娣还关注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的高地———陆家嘴。
她曾与同事一起采写稿件《他们的
“陆家嘴生活”———上海“金融城”&%
万人生活状况调查》，聚焦了陆家嘴
“快节奏”“高端”“体面”之外许多不
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稿件刊登后，
引发了加快小陆家嘴地区商业配套
环境建设的呼声，有关方面立刻着
手进行改进。“到农村是走基层，到
陆家嘴也是走基层，而且在高楼林
立中看出道道、发现新闻线索，更加
令人兴奋！”

&.*/年，中国记协的前身———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诞
生。“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继承中
国青记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高举
责任火把。”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席、市新闻学会会长宋超说，上海
青年新闻工作者在深入开展“走转
改”活动中，进一步确立和践行党的
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以青春的
热情迸发年轻的智慧，为群众动真
情，为社会谋发展，实现了方向准、
主题准，立意新、形式新，措施实、成
效实。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新华社上海 !月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