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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人民调解，
解开“心结”化“法结”
本报讯（记者 刘建强 通讯员 戚薇）因醴娄高速

公路建设，彭某及其所在村民组就 8.831亩土地权属
问题引发争议，彭某不服湘乡市某镇人民政府作出
的裁决，于是申请了行政复议。近日，湘乡市司法局
成功调解了这起因土地权属争议引起的行政复议案
件。

案件承办人员详细审查了案卷材料后认为，该案
表面上看是彭某与某镇人民政府之间的行政争议，
但实质上是由民事争议引发，不仅涉及土地权属及
补偿款问题，还涉及邻里关系。直接作出行政复议
决定虽能快速办结案件，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处理不
当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锚定问题焦点之后，案
件承办人员确立了优先化解彭某与所在村民组之间
的民事争议，进而化解行政争议的调解思路。经征
询双方意见，双方均表示同意调解。

7月 18日，案件承办人员赴现场进行了实地勘
察，马上组织镇村负责人及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开展
调解工作。在调解会议上，案件承办人员从“法”

“情”“理”等方面认真进行了分析，引导道：“金钱固
然重要，但是人的一生当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一些
东西，你们是想为了几个小钱争得面红耳赤、对簿公
堂甚至成为仇人，还是各退一步，做友好邻居，请你
们自己考虑。”随后，通过几轮“背靠背”的沟通工作，
双方均作出了较大让步，终于通过“面对面”化解了
各自的心结，成功签订《调解协议》。彭某也于调解
会结束后向湘乡市人民政府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书》，通过此次调解，该案所涉民事争议、行政争议
均得到实质性化解。

近年来，湘乡市践行复议为民宗旨和新时代“枫
桥经验”，不断优化复议工作方式方法，积极探索“行
政复议+人民调解”模式，加大对案件的调处力度，促
进了行政复议工作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今
年以来，该市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调解率达 50%以
上。

新车开两个月就报废
法官巧解赔偿纠纷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吴慧娟）“非常感谢

法官数次悉心调解，让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帮我们挽
回全部损失，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司法的公正和温
暖！辛苦你们啦！”近日，湘潭中院审判监督庭成功
调解了一起再审案件，当事人李某表达了感谢。

2022年 12月 25日，李某购置了一辆新车。2023
年 2月 22日，李某驾驶该车辆与谭某驾驶的小型客
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认
定，谭某负该次事故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事故发
生时，谭某驾驶的小型客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各方因理赔事宜协商未果，李某起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认为，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车辆购
置税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谭某认为自己购买
了保险，所有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李某则
认为交通事故是对方的全部责任，自己没有任何过
错和责任，购车所有损失应该全部得到赔偿。庭审
中，各方各执一词，分歧较大，互不相让，李某情绪激
动，案子未能当庭达成调解。

由于该案争议焦点问题，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
定，各地判法不一，调解是最好的结案方式。承办法
官在庭审后多次联系各方当事人，辨明法理、分清责
任，耐心细致反复做工作，最终促使各方当事人作出
让步，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当场兑现
部分款项，谭某主动承担一半诉讼费。

该案的成功调解，不仅使李某的合法权益得到充
分保障，案件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也为当事人提供
了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得到各方当事
人一致好评。

七、八月，烈日当空，热浪滚滚。这
对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与应
急监测科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场“大
考”。无论气温多高，无论什么时段，他
们该出发时就得出发，采集样品，感知着
这座城市的环境变化，用专业和责任为
湘潭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

8月2日，又到了水质月报采样的日
子。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与
应急监测科 9人全员出动，还请了其他
科室外援，共计13人，兵分两路：一组前

往文家滩断面、洙津渡断面和夏梓桥断
面；另一组前往一水厂断面、三水厂断面
采集水样。

一大早，一、三水厂监测组的工作人
员经过繁忙的准备工作后，便带着几大
箱上百个采样瓶和试剂瓶，驾驶环境应
急监测车早早出发，10时 12分，他们抵
达第三个监测点——雨湖区沿江东路原
湖南水文站（三水厂监测断面左）。谭
旭、顾名、徐晓宇等六名采样人员一起来
到湘江边。

烈日之下，湘江涌动。徐晓宇站在
岸边，将绳子牵引着的水桶朝江面抛去，
舀了一大桶水艰难地往上拉。“采水样也
有诀窍，尽量采集江中的水样，更具代表

性。”采样人员说。江水流速较快，冲击
力大，将一桶水拉上岸，徐晓宇使出了浑
身力气，另外几名采样人员也上前帮忙，
抬着水拾级而上。

当水被抬到环境应急监测车上时，
监测人员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豆大
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我们这个月采集的水样得翻倍。”
现场监测与应急监测科负责人说，他们
这个月不仅得完成地表水水源地109个
项目水质全分析，生态环境部还新增了
地表水专项监测，包含26项新污染物的
监测任务，“以前一个点位有15瓶样品，
本次月报采样的样品量更是翻倍，有 31
瓶。”

这名负责人表示，他们得在 8月 10
日前完成国控、省控、市管等3个类别18
个监测断面水质采样。“时间紧、任务
重！”这名负责人说，科室工作人员全员
出动、早出晚归，中午也只能简单扒几口
饭，在车上稍作休息。

当天，他们采集完三水厂断面左边
点位的水样后，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
采样点位。

到达最后一个采样点后，监测人员
将所有水样沉降半小时后，虹吸取出上
清液分瓶灌装，在热浪中忙着现场监测、
样品保存，并认真记录。“高温季节，也是
水华高发季节，一旦出现溶解氧和pH值
异常，我们将加测叶绿素A和藻密度等
水华代表性指标。”现场，这名负责人一
直在忙碌。

水样沉降完成后，他们将水样装到
采样瓶中，用不同的试剂将水样稳定，再
带回监测站实验室分析。这时，已是中
午12时。

科室负责人说，对于环境监测人员
而言，高温热浪不能也不会放缓他们的
脚步，他们会将生态环境理念真正落到
实处，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

炎炎夏日，城市被热浪层层包裹，有
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身着制服，头顶烈
日，脚踏热浪，用汗水诠释着责任与担
当，他们就是高温下的城管人。从道路
的维修维护到绿化的抗旱保绿，从燃气
安全的细致排查到照明设施的昼夜守
护，他们不畏酷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默默坚守。

7月以来，市政管理处对东二环、北
二环、韶山路等主次干道实施维修维护，
共计完成路面养护104058平方米，灌缝
3900米，排水管道疏浚10578米，清挖雨
（污）检查井 501座、雨水口 617座，维修
人行道（盲道）6409平方米，调整侧平石
951米，新增和修复障碍柱163个。

连日的高温天气给城市绿化苗木的
生长造成严峻考验，市风景园林中心紧
抓关键节点，通过提前部署、精心组织、
科学抗旱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启动抗旱
保绿工作。园林工作人员在高温下坚守
绿化一线，全员轮番上阵对城区主次干
道、公园、广场等公共绿地采用水车浇
灌、设施喷灌、人工管灌、抽水泵灌溉、悬
挂水袋等方式，充分利用早晚气温较低

时段开展抗旱。截至 7月 24日，湘潭城
管系统投入3000余人次，出动大小洒水
车约 600台次、抗旱机具设备 200余台
次，使用抗旱水袋7200个，用水量60000
余吨。

“您好，我来为您检修燃气安全阀。”
“您好，您的表具超期了，辛苦您及时更
换。”“您好，我们要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确保全市安全用气。”这是湘潭新奥工作
人员冒着高温入户服务的一个个场景。
目前，湘潭市区拥有天然气供应管网总
长为 2000余公里，调压设备 3772台、阀
门 2140台、流量计 1534台、供气民用户
30余万户、工商户6000余户……这些都
是湘潭新奥“小黄人”在常规巡检、入户
安检等工作中需要全覆盖的。

为保障全市照明设施的安全运行，
市城管执法局灯饰管理处始终坚守岗
位，通过“夜间巡查+白天检修”的模式，
切实加大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
梁、小街小巷及地下人行通道照明设施
的巡检抢修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有
效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各类照明故障，
确保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当太阳如同熔炉般高悬天际，将
大地烤得滚烫，万物似乎都在这无尽
的热浪中喘息。有一群人，他们身着
一抹橙色，从晨曦中走来，为城市的美
丽和谐增光添彩。

黄志平是岳塘区环卫服务中心综
合服务队队长，作为普通的环卫一员，
他的身影在烈日下显得格外坚毅，汗
水如细雨般不断滴落，从额头上流下
来，却没有来得及用手去擦，直接流入
厚重的工作服内。

担任机械清洗队队长期间，他担
负整个辖区环境卫生保洁任务。车辆
日常维护保养方面，他提高出勤率，降
低维修成本；安全方面，他每月按时召
开安全会议，严防酒驾，要求每个驾驶
员做好车辆自检工作；节油方面，他根
据天气和路面情况合理安排加油规范
作业，降低油耗。

岳塘区环卫服务中心实行环卫一
体化后，黄志平开始担任综合服务队

队长，担负起全区非税收入及背街小
巷下水疏通工作，也服务于突击疏通
任务、配合全区活动调配移动公厕
等。在工作中，各小区化粪池和下水
道的分布图，他一清二楚，这样的大热
天，他坐上清污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遇上下水道堵塞，他总是身先士
卒，带头疏通。

在黄志平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不
仅是一个团结的整体，更是一个充满
温情的大家庭。在烈日下，他们相互
扶持，共同前行。每当有队员感到身
体不适时，总会有其他队员及时伸出
援手，给予关心和帮助。这种无私的
关爱与奉献，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黄志平在环卫岗位上一干就是
32年，没有一句豪言壮语，有的只是
踏实肯干。烈日下的那一抹橙，不仅
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力
量、一种信仰。

本报讯（记者 郑镱慧子）“今
年高温津贴什么时候发？标准是
多少？”气温持续攀升之时，高温
津贴成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8月5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人社
局，根据省相关文件，高温津贴标
准为每个月 300元，发放时间为
每年的7月、8月、9月。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我省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温
作业劳动保护的通知》（简称《通
知》）规定，所有用人单位在 35℃
以上高温天气中进行露天作业或
者不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时，应当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高温津贴标准为不低
于 300元/人/月，发放时间为 3个
月（7月、8月、9月），由劳动者所
在单位发放，纳入工资总额，在职
工福利费中列支，不计入最低工
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用
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
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值得一提的是，高温津贴应
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给劳动者，
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绿豆、西
瓜、防暑降温用品等实物或各类
有价证券代替。如果所在单位蓄
意规避政策不发高温津贴，或者
用绿豆、白糖、凉茶等物品代替，
都属于违法行为。当然，职工未
正常出勤的，用人单位可按其实
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

符合领取高温津贴条件的劳
动者，如果所在的单位不按规定
发放，可以向人社和工会部门投
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有害垃圾怎么处理？
废灯管处理：废灯管经过破碎后，碎片中的汞经

过高温蒸发再冷凝回收利用；荧光粉经化学处理后形
成新的荧光粉，用于新荧光灯制造；分离后的玻璃和
金属回收利用。

废电池处理：通过磁选进一步分为不同种类的电
池。依据电池的性质，采用破碎 、蒸发、干燥等物理、
化学方法，将电池内的贵金属等成分提取出来，可以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废药品处理：废药品因没有利用价值 ，一般经过
高温蒸煮、粉碎后填埋或直接进入焚烧厂焚烧处理。

废油漆桶处理：一般废油漆桶直接进行焚烧处
理，但为了资源化利用，较为干净的废油漆桶经过专
业的清洗过程后，
返回到原单位再利
用或用于复合固体
粉末材料的包装。
（来源 澎湃新闻客
户端 吴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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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高温下的城管人
本报记者 吴珊 实习生 刘欣鑫

洪水退去，湘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头顶烈日在湘江边采集水样。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工作中的黄志平。（本报记者 吴珊 摄）

烈日下的那一抹橙
本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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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采样不惧“烤”验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谭旭

高温下的城管人。（本报记者 吴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