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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薪火相传与“嬗变蝶变”
□ 华 翔

以点带面，发挥普法作用

“法律明白人”刘加录与村民谢富
祥下着象棋。刘加录一边提起水瓶往
谢富祥的茶杯里加水，一边说：“富祥
啊，我们两个下棋有十几年了吧，我掌
握你下棋的特点，你下棋敢闯敢杀，但
是往往只顾向前，不知后退，就比如今
天这局棋，你的车当时要退一退，说不
定结果就两样了。为人处世也一样，
有时候退一步反而比进一步效果好，
你说是不是？”“哎呀，你不愧是‘老法
师’，我下棋输了，还被你上了一课。”

“‘老法师’三个字前两个字我敢承认，
‘老’字，我今年 72 岁了，是老年人
了。‘法’字，我学法用法，依法调解，跟
法也沾得上边。‘师’字不敢当，在法律
面前我是个小学生，学习法律，需要活
到老学到老。”

刘加录凝视着谢富祥：“富祥，我
们言归正传，你们家的事，我们已经谈
过5次了，今天是我们两个第6次见面
了，6代表顺，今天应该会有一个好结
果了吧？”原来，村里环境整治，谢富祥
家在搬迁之列，搬迁工作整体很顺利，
但谢富祥因为和前妻在拆迁款分配上
有矛盾，导致拆迁协议一直拖着不签，
村里做了很多工作。雩北村“法律明
白人”刘加录在接到村书记的委托后，
开始着手调解这个纠纷。

谢富祥家共有三间楼房，三间厢
房。楼房是和前妻离婚后建的，三间
厢房是同前妻共同建的，当时条件差，
前妻为建房吃了不少苦，离婚的时候
没有明确房子归谁，于是补偿款的分
配产生了纠纷。谢富祥的前妻王顺娣
离婚后嫁到了外地，两个女儿也在南
京和苏州结婚成家。一个多月里，刘
加录不记得给她们打了多少次电话，
苦口婆心地劝解，终于把她们和谢富
祥邀约到一起。一见面又免不了唇枪

舌剑，互相指责和埋怨，说到激动处，
大有一拍两散的局面。刘加录劝了这
个劝那个，然后先同两个女儿达成了
共识，在刘加录和两个女儿的劝导下，
谢富祥和王顺娣的情绪渐渐恢复了平
静 。 后 来 ，刘
加 录 又 先 后
跟 谢 富 祥 的
两 个 女 儿 进
行电话沟通，
最 终 达 成 一
致 。 于 是 才
有 了 开 头 的
一幕。一
局 象 棋
下来，双
方 签 订
了 调 解
协议书，
纠 纷 得
到 了 圆
满的解决。

京口区司法局局长王芳介绍，近
年来，京口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合
当地乡贤文化大力培育村（社区）“法
律明白人”，涌现出了谏壁街道雩北村

“老弗士”、大市口街道米山社区“米
服”普法志愿者等一批“法律明白人”
工作品牌，像刘加录这样的“法律明白
人”京口区共有295名，实现了网格全
覆盖，仅 2021 年，京口区“法律明白
人”参与化解征地拆迁、婚姻家庭、环
境污染等各类矛盾纠纷 1142件。下
一步，京口区将进一步深化“法律明白
人”培育工程，集中优势资源在每个街
道重点打造1-2个“法律明白人”工作
品牌，以点带面，更好地发挥“法律明
白人”在法治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方
面的作用。

““法律明白人法律明白人””，，
法治引领身边人法治引领身边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笪伟笪伟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吴恺吴恺 李吉李吉

今年 49岁的李桂花是大市口街
道古城社区的书记，是这里的“小巷
总理”，她从事社区工作已有整整 17
个年头，对各项工作以及社区的居
民情况十分熟悉。她告诉记者，自
己也是网格“法律明白人”，平时在社
区担任着《民法典》的“讲解员”、邻里
纠纷的“调解员”、公共法律服务的

“引导员”。
清晨，李桂花一早就来到社区开

始忙碌起来，走家串户开展防疫法治
宣传，帮助小区涉境外隔离人员以案
释法做好宣传讲解工作，并帮助他们
清理生活垃圾，更换生活用品。

到了中午，她来到昨天就约好的
花山湾小区 8 号楼居民家中，由于 8
号楼地处7号楼低洼处，7号楼居民洗
衣机下水常常漫溢到 8号楼，给 8号
楼居民出行带来很大的麻烦，李桂花
召集大家商量办法，依据《民法典》相
邻关系的法条规定，由大家协商，共
同出资协调改建下水道排水，同时对
前段时间双方引发矛盾后，解决方式
的不当之处进行指正，最终双方打开
了心结，化解了矛盾。

傍晚，李桂花穿着耀眼的“红马

甲”，又从社区出发了，她的心里仍然
放不下“涉毒强戒”被列入后续照管
的曹某，听说曹某最近情绪不稳定，
她带着另一位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前
往她家上门安抚。

做到“心中有法，理事有据”，化
解矛盾纠纷群众信服，每天，像李桂
花一样的“法律明白人”就这样奔走
在社区的角角落落，把一些邻里矛盾
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减少信访、
诉讼事件的发生。

共治共享，推进乡村治理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普法办
主任马建生说，没有基层治理的和谐，就
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在新形势
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学法用法工作，是深
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举措，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
育工程，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法治社会建设力度的不断加
强，需要多方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乡村“法律明白人”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本着通过“身边人
影响身边人，身边人带动身边人”的理

念，让法律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借助
“法律明白人”培训、培养工作，先让一批
人学法，再带动一批人用法，让广大乡村
群众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逐
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
会治理格局，为法治镇江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市司法局副局长石庆银介绍，市司
法局采取“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共
育、依靠群众、共治共享”模式，通过遴
选、培训、管理、使用、考核等环节，今年
底在全市每个村（社区）的基层网格培育
1名“法律明白人”，在宣传政策法规、引
导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
理中、收集社情民意中发挥突出作用，推
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到 2022
年底，实现“法律明白人”连网成片、以网
带面，覆盖所有基层治理网格，形成一支
素质高、结构优、能力强的基层法治带头
人队伍，推动全市乡村治理有效、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

近年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大力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取
得了阶段性的初步成效。截至去年底，
丹阳培育“法律明白人”956名，句容833
名，扬中 331 名，丹徒 306 名，京口 295
名，润州 325名，新区 186名，高新区 41
名，全市共计 3273名，完成了全市网格
全覆盖的既定目标。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文中图片由当被采访者提供）

“明白”乡贤，化解矛盾纠纷

文化需要薪火相传，更需要“嬗变蝶变”。这句话，
是在读《秦朔朋友圈》近日一篇写城市文化的文章《低
调苏州，其实可以不低调》时，突然从脑海里冒出来的。

文章如是写道，江南文化是苏州对于当下城市文
化的定位。苏州的“江南文化”和“苏式生活”集中在
雅、慢、小、柔、媚上。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存在着两个
不同苏州文化画像，一个传统、柔媚、精致、闲适的江南
苏州，这个形象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甚为清晰；一个多
元、开放、高科技的现代苏州，这一形象往往只出现在
一些摄影视频作品之中，很少做理论意义上的总结与
定位，而这又是传统的“江南文化”和“苏式生活”概念
无法涵盖的。苏州城市形象的“低调”，其实是苏州对
于城市文化形象的定位和宣传以及不匹配其经济地位
的表现。也所以，文章提出了“以江南文化为核心，辅
以其他文化特质，形成苏州文化矩阵”。这个“其他文
化特质”，具体有两个建议。一是熔炉文化，意为开放
和多元的文化特质，剑指在文化意义上重视和接纳新
苏州人群体；二是新工业文化，是苏州以高科技的第二
产业孕育出的在文化上更加阳刚强健的一面。

苏州在城市文化上“嬗变蝶变”，历史上已然有
过。先秦时期的吴越是慷慨悲歌，壮怀激烈。从南朝
金粉开始，形象则转为阴柔、温存、妩媚，并最终定格成
今人眼中的吴侬软语与“小桥流水人家”。此时，要再
来一次城市文化的“嬗变蝶变”，则是因为“城市文化为
什么重要？这比经济排行更加能反映出这个城市在国
人心中的地位……在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人们择业、
投资、居住等多方面的选择”。而“有的印象，一旦建立
就很难改变；有的机遇，一旦失去就很难追赶”“期待一
切自然而然发生的那一天，则会在顶层设计上失去不
少的机会”。

于是，想起《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2019年第5期
《美丽中国镇江特辑》，其标题为《长江与运河孕育的码
头文化，民间传说为江山增添诗意》。不禁感慨，就像
江南文化之于苏州，码头文化亦总是成为世人对镇江
城市文化的一个固定印象，哪怕三千年的镇江，其文化
星河是何等深邃而灿烂。

事实上，码头文化在镇江，亦有过“变”的萌芽。那
还是上个世纪末，镇江曾发动全市开展了一场时间长
达5个月的“镇江精神大讨论”，使全体镇江人自上而下
地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根深蒂固的“小
码头意识”受到猛烈冲击，“大港口意识”广泛深入人
心。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嬗变”，在激
起了镇江人干一番大事业的自强奋发精神，并有力地
促进了当时镇江的大推进方略顺利实施之后，却悄然
声息，未能在城市文化上继续深化延续。而文化是有
深度的，是需要时间来浸润的。于是，萌芽的精神“嬗
变”终未能成就城市文化的“蝶变”。

但成功的案例是有的，譬如成都。曾经的描述是
“城市充满了慵懒、闲散和颓废的气氛”和“人则游手
好闲”，在近20 年的钩沉、展现之后，依然是那个传承
千年的休闲氛围的文化底子，但形容词已然是“优于
生活，长于兼容，勤于服务，敏于时尚，娴于文化，精于
品位”，并以其独有的城市魅力在城市中国的版图上
喷薄而出。

经济与文化是城市发展的两翼。今日，城市的竞
争和国家类似，不仅仅有GDP这样的硬指标，还有文化
形象这样的软实力。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文化
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但仅仅是把历史存
量搬出来，把旧有文化摆出来，是没有办法与新时代同
频共振的，就更谈不上什么“文化赋能城市”了。事实
上，成都的成功，恰在于它抓住了现代第三产业成为城
市发展助推器的时代契机，让传统文化加上现代思想
的浸淫，从而与旅游休闲产业和体验经济接轨，与创意
产业、IT产业、动漫产业等现代服务业接轨。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它本来自市委书记马明
龙在《文化金山》微信公众号上的开篇致辞《文心化境
守正创新》。原文如是：“文心人心，化人化境，需要守
正创新，需要审美慧觉，需要薪火相传，更需要‘嬗变蝶
变’。于此才能在困境处坚韧不拔，在低回处百折不
挠，以大江大河的气魄，争得城市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