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要毒死

你家的植被”

据了解， 沈阿公屋旁的土地

上是汤阿叔家的竹园及两棵水

杉等树木， 由于常年未修剪，

树木严重影响了沈阿公家的采

光。 沈阿公多次上门与汤阿叔

协商交涉， 希望将树木修剪，

然而汤阿叔始终无动于衷。

于是， 沈阿公在网上购买

了农药———环嗪酮喷洒在汤阿

叔家树木处。 该行为直接导致

竹园内的竹子、 水杉逐渐枯死。

汤阿叔发现后， 认定是沈阿公

是“投毒”， 于是他来到沈阿公

家大打出手， 扬言也要买毒药毒

死沈家的植被。

网格员在日常巡逻时发现

后， 将两人带至“百姓化事堂”

进行调解。 “百姓化事堂” 是在

居委会党组织的领导下， 由社

工、 村民小组长、 社区民警、 老

干部及其他志愿者组成的居民自

治组织。 结合“党建 + 网格”

治理新模式， 反映群众诉求， 开

展议事协商、 促进民主管理， 调

解矛盾纠纷、 维护农村和谐。

初次来到“百姓化事堂”，

沈阿公与汤阿叔看到人多有点紧

张。 在社工王培琼释明、 村民

小组长说理、 熟人说情的模式下，

两人的情绪逐渐缓和。 不到两小

时， 通过劝说， 两人最终握手言

合， 这起民转刑案件圆满化解， 两

家的损害赔偿纠纷也得到了解决。

弟弟挖掉南瓜苗

对哥哥大打出手

据了解，自“百姓化事堂”成立

以来，社区工作者将议事平台下沉，

让原本居民有问题来找村干部解

决， 转变为社区工作者主动去找居

民把问题解决。 将“自治、法治、德

治、共治”相融合，通过民事民议、民

事民办、民事民管，把“百姓化事堂”

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在“拉家常”过

程中就把实事办妥。

根阿叔和毛阿叔是两兄弟， 但

两人平日矛盾不断， 积怨不少。 一

日， 弟弟毛阿叔将哥哥根阿叔种植

在河旁空地上的南瓜苗挖掉及九棵

梨树掰断， 两人发生口角， 由于之

前就有矛盾， 这次更是发展到大打

出手。 事发当天， 毛阿叔将哥哥脸

上打伤。 根阿叔到医院经过治疗

后， 花费医疗费 1500 余元。 根阿

叔希望毛阿叔能够赔偿这笔费用，

然而对于赔偿金额， 双方均不肯让

步。 调解员运用“百姓化事堂” 矛

盾调解机制， 召集乡贤能人、 楼组

长进行调解， 最后终于达成协议，

化解了这起矛盾。

在垃圾分类、洁美乡村中，常常

能看到金山区廊下镇“百姓化事堂”

成员的身影。 把基层的事让群众自

己来议，更多的群众参与旁听，更多

的群众代表参与讨论， 让群众看到

问题就在自己身边解决， 增强了群

众主人翁意识， 让群众积极参与到

基层治理中来。

为了更好地下沉了解民情民

意， 金山区廊下镇 “百姓化事堂”

以网格为依托， 充分整合社工、 村

民小组长、“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

人”、乡贤能人、居民代表等各方力

量，推行“小板凳”工作法，将办公工

作场所从办公室移到了楼组间、场

地上。 工作由过去“浮在面上”变为

“沉到下面”，由“被动应付”变为“主

动服务”，广泛听取居民们围绕着人

居环境提升、 乡村振兴发展等工作

产生的想法、建议。 同时，在矛盾排

查方面及时了解矛盾堵点， 在第一

时间上报， 把各类矛盾纠纷扼杀在

萌芽里。

【案例启示】

疗效全靠“吹”

“贵宾”维权难

“我已经先后充值 25 万元了，

可是没见一点效果！ 他们还在要我

继续充值！” 年近八十的高爷爷没

想到， 花费 25 万元充值的“高科

技” 养生保健项目， 不但没有将他

的慢性病治好， 还让他在半年间从

“贵宾” 变成“维权困难户”。

原来， 这家养生保健公司的相

关工作人员曾多次向高爷爷推荐养

生保健项目， 并宣称该养生项目有

“高科技” 和治疗属性吸引老人，

同时， 又打着项目需要一定疗程

的旗号， 借机向其推销预付费形

式充值消费。 在营销人员的攻势

下， 老人用现金向养生保健公司

的会员卡中多次充值， 共计 25 万

元。

但在预付费后的半年保健养生

过程中， 老人发现公司的养生保健

项目与其售前宣称效果不符， 不仅

没有功效， 且收费与同类服务市场

价格相比也存在虚高情况。 于是，

老人多次至养生保健公司要求退还

预付费款项， 经多次沟通未果， 向

普陀公安分局白丽路派出所“三所

联动” 纠纷调解室寻求帮助。

自愿消费还是套路?

调解员挖出背后真相

接到求助后， 普陀区桃浦镇司

法所依托“三所联动” 机制， 会同

白丽路派出所民警、 调解员与驻点

律师联手处理老人养生消费纠纷。

在梳理老人消费记录时， 调解

员发现了一些令人质疑的消费项

目。 在半年左右时间内， 老人在公

司已消费 20 余万元， 卡内目前余

额为 4 万余元。 按照明码标价的项

目和老人消费的频次来看， 20 余

万元显然无法在半年内花光。

是否有不属于老人的消费款项

“浑水摸鱼” 掺杂其中？ 调解员逐

一核对老人最近半年 100 余条消费

记录和消费单据， 发现了大量与老

人现实身体状况及年龄不相匹配的

消费项目， 总计金额 12 万余元。

虽然养生保健公司对于老人所

述的充值金额大致认同， 但公司负

责人表示“老人充值消费行为完全

是自主自愿的， 公司在向老人提供

服务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虚假宣

传或者诱导消费行为”，并且公司也

向老人按约定提供了相应的保健养

生服务，所以不认同老人的要求。

“三所联动”出手

追回17万退款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三所联动”

调解员与民警进行深入探讨后， 决定

从消费金额、 预付充值卡两个角度作

为突破口。

根据养生保健公司提供的消费清

单上载明的记录， 作为一位年近八旬

的老人， 对于各种名称花哨的保健项

目也无法一一辨识其功能， 故公司在

提供服务时存在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

的情况。 律师向公司负责人作了进一

步的法律解释，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 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

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经营者

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 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 约

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 价款或

者费用、 预付款退还方式、 违约责任

等事项。

在律师释明法理的同时， 调解员

劝导养生保健公司要明白公司商誉的

重要性。 在调解员梳理出的现实证据

和律师详细解释的法律规定面前， 养

生保健公司负责人终于松口， 表示愿

意退还老人 12 万余元的消费款项。

另一方面， 调解员也与老人进行

了再次沟通， 向老人展示了所有其签

字的消费记录。 老人也确认了其签字

的真实性， 表示合理的服务消费项目

其也愿意承担。

最终， 在“三所联动” 多方工作

人员通力协作下， 老人与养生保健公

司就本次消费合同纠纷达成一致， 并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养生保健公司一次性退还充值余

额等费用共计 17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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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如今， 随着老年人的养

生观念越来越强， 市面上有

些养生馆利用老人追求健康

的心理， 推出各种夸大功效

的养生项目， 然而这些养生

项目暗藏心机与陷阱。 普陀

一位八旬老人在半年内支付

25 万元， 却没有任何成效，

在老人后知后觉想要退款

时， 养生馆却拒不认账。 近

日， “三所联动” 帮老人追回

“养生智商税”。

“我家 60 年的大树怎么死了， 谁干的？” 家住金山区

廊下镇的村民沈阿公与汤阿叔是邻居。 一日， 汤阿叔发

现自己家地里的竹子、 水杉都枯死了， 他认定是邻居沈

家投毒所致， 两人由此大打出手。 网格员兼楼组长在日

常巡逻时发现后， 立即将两人劝阻， 做好心理安抚工作，

在征得双方同意后， 带至“百姓化事堂” 进行调解化解

矛盾。 据了解， 2024 年以来， 金山区廊下镇的“百姓化

事堂” 累计召开议事会 73 次， 参会人数 907 人次， 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41 起， 解决居民疑难愁盼问题 32 个， 成

功推进了乡村矛盾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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