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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家社区调解员迟秉义

性急的他工作起来像换个人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张露) 一般人眼中需

要苦口婆心的大姐性格才能干好的

调解员工作，57岁的迟秉义已经干

了6年。在迟家社区，那些跟邻居产
生过矛盾，或是有过难办家务事的

居民，无一不对这个脾气有点急躁，

却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民政调解主任

印象深刻。

爱着急的他

工作起来很耐心

迟秉义年轻时当过兵，性格很豪

爽。记者给他打完电话，他风风火火

地就赶了回来。

“从2005年就开始干这个了。”

迟秉义说，因为迟家社区原本是个

村，所以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男性，

2005年社区居民选他做这个调解员

的工作，他二话没说就上任了。

跟芝罘区的许多居委会不

同，迟秉义说这里多数居民大家

都彼此认识，所以想做好调解员

工作，首先一定把自家管理好，做

个表率，然后居民出了问题，他出

来劝解才顶用。

平日里，来迟秉义这儿评理的，

多是一些吵架的夫妻，或是争执起

来的邻居。迟秉义总是让双方坐下，

先讲理。“得保证不能压制人，还得

保住人家的秘密。”迟秉义说，他当

过兵，是典型的“老虎性格”，爱着

急，但是干起调解工作，就要换一个

人，不能急，要耐心。

“不过有时候遇到那些欺负老

婆的男人，我也会吼两句。”迟秉义

笑着说，这可能是男调解员跟女调

解员最大的不同。

居民矛盾少了
调解室越来越冷清

“我就觉着这两年，调解室越来

越清闲了。”说起这些年来的工作，迟

秉义不住感慨。

迟秉义说，前些年社区还没有盖

起高楼，很多原来的村民都住在平房
里，那时候来找他调解的老百姓“没

完没了”。“有时一下雨，说是谁家的

脏水流到谁家，要不然就邻居说错话

打起来了。”最多的就是婆媳闹矛盾。

但是后来村里开发了以后，村民

们有了房子，老人和一些没有办社保

的福利补贴都不低，许多原来需要跟

儿女要赡养费的老人，现在都经常给

孩子钱。“生活好一些，大家也就不那

么心浮气躁了。”现在的迟秉义，经常

四五天也没有居民过来找他调解。

“这是好事啊！”迟秉义的多数精力都

用来办理一些民政方面的事宜。

“复员军人政策、伤残政策、低保

户政策……”在迟家社区居委会，迟

秉义拿着一大摞表格告诉记者，现在

他这个民政调解员干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填表格”。

格文化二巷11号

阳台养鸽犬

邻居直抱怨

格白冬街9号

维修费难收齐

吃水得“限时”

千年美景，千年神话

峆 山烟雨朦胧
本报记者 宗韶峰 实习生 郭羽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鞠

平 实习生 陈琳琳) 文化二

巷11号楼的居民一直被一个问

题困扰着：一楼居民建了一个阳

台，并在阳台外圈出约三米宽的

空地养狗养鸽子，还种了两棵

树，每天都闹得“鸽犬不宁”。

在文化二巷11号楼的后面，

可以看到一个宽约三米的铁笼

子占据着路上将近一半的空间。

铁笼子中间有一个可以供人进

出的小门，里面养着一条狗，三

十几只鸽子在笼子上面的木箱

飞进飞出。原本平坦的水泥路

面，被人刨开，并在笼子里种了

两棵无花果树。所有这些使这条

小路显得非常狭窄和脏乱。

“每天都有鸽子扑棱翅膀的

声音，中午想要睡个囫囵觉都很

难。”居民江先生对记者说，狗和

鸽子都是住在一楼的那位邻居

养的，已经十多年了。“最多的时

候养了十几条狗。”另一位居民

说，狗叫和鸽叫，经常吓到行人。

文化苑社区居委会对此进

行了劝解，希望这位居民把鸽笼

和狗笼清理干净。居委会刘主任

说，多年来，居委会一直在做这

位居民的工作，城管和派出所都

过来清理过，可是没多久就又恢

复原样。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毛

旭松) 近日，白石村白冬街9号

楼的居民很苦恼，因为该楼每天

只供水一小时，日常生活受到严

重影响。咋回事呢？

“因内部管漏水很长时间无

人装修，限三天时间抓紧维修，

如不维修星期二(4月26日)彻底

停水，把水表拆走。”白冬街9号

居民楼每层都贴有4月23日烟

台市自来水公司营业分公司的

停水通知。

“听说单元楼内部自来水总

管坏了，水都流到一楼住户家

中。现在停水了，每天不定时会

来些水。”3楼住户于女士说。记

者了解到，维修水管的费用应由

该楼居民平摊，每户50元，但费

用至今没有收齐，所以问题迟迟

没有解决。

从烟台市自来水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中得知，该单元内部自

来水总管漏水，为了避免水资源

的浪费和流失，自来水公司一方

面通知居委会，帮助协调及时维

修或改造，另一方面采取了限时

供水措施。

28日上午，山东工商学院政

法学院社工专业师生在烟台市老

年福利中心举行了该专业教学就

业实习基地揭牌仪式。据悉，基地
的设立为社工专业的大学生提供
了社会实践的平台，而大学生的
到来，也促使老年福利中心义工
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通讯员 郝红昀 摄

4月28日，烟台大学幼儿园师
生一行60余人，来到烟台市儿童
福利院进行联谊活动。烟台大学
幼儿园的小朋友为儿童福利院的
小朋友们表演了舞蹈、朗诵等丰
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还带去了不

少食品玩具，所有小朋友一起度
过了一个快乐的上午。 本报记

者 鞠平 实习生 黄浦 摄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

4月28日，凤凰台街道新桥东居

委会组织义务劳动，开展“我的
社区我爱护，文明城市我行动”

的活动，清理辖区卫生，美化居

住环境。 通讯员 信静 摄

福山区第一高山

有石缝流水美景

峆 山位于福山城区南
15公里，与栖霞市交界，山脉

面积约为50平方千米。该山山

峰高而峻峭，东部位于回里镇
姜家夼东南，土峻头西北，远

眺像一头卧着的雄狮，俗称狮

子山。西部位于张各庄镇东家

村东，与栖霞市交界，因山势

比较挺拔，山峰很像一座塔，

主峰也叫做塔顶。该山海拔
630 . 4米，为福山第一高山，历

史上也被称做福山的母亲山。

在地理上，该山属牙山山

脉，山间有很多小溪。雨水多

的季节，水顺着石缝潺潺流

出，景色十分美丽。据《大清一

统志》记载，该山“巅多灵水，

随石窦迸出，又多蛎房，海水

凝结而成，故名。”

常年云笼雾罩

唐太宗曾驻军

提起“峆 烟云”，相信很

多福山人都能说出一二。

“峆 烟云”的形成，与

该山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位

置有关，无论冬夏与春秋，常

有浓雾笼罩在山间，即使是大

风也吹不散。五步之外，一派
朦胧。远远望去，如一团浓烟，

峆山在烟雾见若隐若现，景色

十分美丽。

“峆 烟云”是福山闻名

遐迩的旧八景之一，曾经惹无

数文人墨客竞相欣赏，留下了

无数华丽高雅的诗篇。明万历

《福山县志》有：“形势嵯峨，草
木畅茂，巅有灵泉，常有云冠

其巅”的记载。福山旧有一气

象谚语说：“塔顶带帽，老天撒

尿。”可见峆 山常年云笼

雾罩。山阴山泉石上流，水很

凉很清，俗称饮子湾。相传，唐
太宗李世民在东征辽宁半岛

时曾在此驻扎军队。

镇寺之宝千年瓦蟾

毁于战乱唯留传说

提 到 峆 山，就不得

不提山间那座千年古寺———

峆 寺。该寺建于唐开元年

间，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虽经

数代人的修缮，如今已是一

片残砖断瓦。能找到的，就只

有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

或完整或残缺的古碑和那个

关于瓦蟾的传说。

蟾，在古代文学中是一个

很特殊的文学意象，寄托的是

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相传，该寺内就藏有瓦

蟾，是该寺的镇寺之宝。

清初，栖霞人于七起兵抗

清时，围剿的清兵来到该寺附

近搜山。在该寺内见到了所藏

的瓦蟾，以为是一件古铜器，

想随手掠走。在场的该寺僧人

为了将瓦蟾留下，告知清兵这

并不是铜器，而是不值钱的瓦

器。清兵不信，为辨真伪随手

往旁边的石头上一扔，流传一

千六百多年的瓦蟾应声化为
碎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

时手足无措。

后来，有一个叫萧文第的人

出面，请该寺一个叫杲净的戒僧

出面安葬了瓦蟾碎片，还为此专

门撰写了一篇短文。

据乾隆《福山县志》记载，

瓦蟾“腹镌汉建武元年制，方
圆五寸许，古色不可以物状”。

对于一个自光武至乾隆流传

一千六百多年的文物来讲，其

价值不言而喻。

格山东工商学院

再添实习基地

格烟台大学幼儿园

童心互动

格新桥东社区

干干净净迎“五一”

初 春 ，山 泉 淙
淙，满山芳香；盛夏，

葱 绿 掩 山 ，浑 然 一
体；深秋，天高云淡，

硕果累累；隆冬，朔
风度山，雪花漫舞。

古朴典雅的峆 山

引来帝王卿相、文人
墨客慕名登海，为之
赋诗作画，令偏处半
岛的一隅成为神山

圣地，名噪海外。

峆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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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笼罩的峆 山。(照片由王宣女士提供)

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
一年一度的社区居委会换届又到了，“小巷总理”们是如何面对换届，换届采取何

种方式，居民反应如何？今日，本报推出“关注社区居委会换届”系列报道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