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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师傅，再来一筷子面。”7 月 24 日中午，
在太原市万柏林区的“一圆面馆”，几十位顾客围着饭桌
正在吃面。这儿的一碗面只需要一元钱，而且免费续面，
直到吃饱，这“一圆面馆”有什么样的故事？记者带您一
探究竟。

“一圆面馆”位于西华苑三期南区东门附近，一进门
就能看到几行大字：“一元钱可以做什么？在面馆，您所
支付的一元钱，不是为了手中的一碗面，而是为了每天
200 人，和您一样感受到吃面的幸福……”面馆的志愿者
也是发起人之一的张升明穿着红马甲正在削土豆皮，边
上两位大爷边摘豆角边唠嗑，后厨内志愿者们忙着洗菜、
和面、拌土豆丝，一个 8 岁的小男孩给大家接水……黄发
垂髫，怡然自乐。

当记者询问张升明为什么开这样的面馆时，他笑着
说：“我和另外三个发起人都是党员，都在职。我们最初
的想法是做一个开放厨房，让孩子们花一元钱，请父母吃
碗面。后来顾客逐渐变成了附近的老人，大家口口相传，
越来越多的人中午来这儿吃面，平均每天 180 人左右，尽
管没有盈利，我们已坚持了两年多。”对于记者最好奇的
资金来源，张升明说，资金来源于“奉献者”。“面粉是我们
磨的，一斤面的成本约 4.5 元。土豆是宁武的，酸菜是自
己腌的，加上房租水电，一天的支出在 1500 元上下，这些
费用都来自爱心人士，我们称之为‘奉献者’，目前已有
100多位‘奉献者’。面馆里干活的是志愿者，他们不收一
分钱，每天前来服务的志愿者约 30人。”

张润平是资深志愿者。11时左右，他在门口的红色挂
布上贴好了“今日奉献者郝颖杰”，并用手摩挲得展展的。

“我天天都来，洗洗碗、扫扫地、擦擦桌，很开心也很满足。”
11 时 10 分左右，食客们陆续到来，自觉交一元钱排

号。今年 84 岁的侯金兰老人说：“这个面馆很有名，附近
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这几天天气太热，我和老伴中午来
这儿吃碗面，便宜、舒服又省事儿。”逯海泉老人看到记
者拍照，也凑了过来：“每天中午的这碗面是我最大的念
想，在这儿认识了很多伙伴，感觉生活比以前有趣多了。”

面馆墙上有一个半径约 50 公分的网状“感恩圆盘”，
上面是顾客的留言：“你们心中拥有无尽宝藏”“感谢无私
大爱的‘奉献者’”……

11 时 30 分，面条准时备好，大家按号端面。面馆里
吸溜吸溜的吃面声此起彼伏，张升明大声说：“不着急，慢
慢吃，要细嚼慢咽，面条管够管饱。”

两个多小时后，喧嚣的面馆安静下
来了。张升明将一位老人扶下楼，志愿
者们洗锅刷碗，张润平擦桌扫地……为
明天做准备。

（贺娟芳 文/摄）

今年 37 岁的刘易是中铁十七局集
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拉林公网项目经
理兼西南区域开发部执行经理。工作
16 年来，他投身屋脊天路、建功雪域高
原，为祖国建设贡献着青春和汗水，因敬
业奉献上榜“太原好人”。

刘易 2008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走出
校门后，他进入中铁十七局集团电气化公司成为一名技术
员。跟随前辈走访施工现场、挑灯夜读强化业务知识……
进入企业的前 6 年，刘易潜心提升个人业务能力，并凭借
着不服输的个性，很快成长为单位的业务骨干。

2015 年 6 月 13 日，根据单位安排，刘易第一次来到西
藏，负责拉林铁路“两电一通”迁改工程，并准备在这项工程
中大展抱负。谁想，刚刚踏上西藏的土地，就产生了严重的
高原反应。抵达西藏一周后，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
环境。第 7天，刘易带着同事前往了拉林铁路施工现场。

110千伏加朗线是拉林铁路“两电一通”迁改工程的重难
点工程和工期控制性工程，施工条件复杂困难，一停电整个
朗县将处于无电状态。哪些地方需要迁移？哪些地方需要
改造？刘易一遍一遍地思索着。为了干好工作，刘易徒步翻
越海拔超 5000米的皑皑雪山 10余次，多次穿越人迹罕至的
大草原，为拉林铁路正线工程建设扫清了障碍。此后，他又

经过多次勘查，确定了施工地点，并组织 6

个施工班组、8台共 75吨的吊车赶赴施工
一线，7天 7夜轮班施工，换来压缩三分之
一的既定工期，实现正式合闸送电。

西藏易贡藏布金桥水电站输变电
项目同样让刘易记忆犹新。“项目施工区域整体位于海拔
4800 米以上，40 公里的输电线路就有 77 基输电铁塔坐落
在易贡藏布河沿岸两侧的山腰上，项目需要跨雪山、越丘
陵。”刘易表示，首批铁塔材料到来时，碰上下大雪，寒气逼
人，在林区不允许开挖施工便道的条件下，自己冒着大雪
带领现场作业人员用骡马队把塔材运输至山顶。

在高海拔地区作业，施工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刘
易始终坚守在施工现场，带领工人住在山上披星戴月、早
出晚归，守护着工程的质量。就这样，在严苛的环境中，刘
易硬扛了一年多，终于迎来了金桥水电站成功送电，圆了
忠玉乡 14个行政村近 2000名村民的“光明梦”。

进藏 9 年，刘易始终扎根在施工一线，恪尽职守。他
先后参与宁安铁路等十余个工程项目的建设，参与解决了
一个又一个施工技术难题，并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深深
地爱上了西藏。“扎根西藏、服务西藏、建设西藏，是我人生
中最宝贵的经历。我愿意让自己的青春绽放在雪域高原，
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张 慧

“太原好人”刘易

让青春绽放在雪域高原

四党员发起 百余人解囊

“一圆面馆”暖了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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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体起立！”日前，随着一阵清脆的法槌
声，一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开庭审理，小店区
司法局营盘司法所组织营盘街道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线上
旁听案件庭审活动。

此次开庭受理的是一起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在
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庭审环节，原告、被告分
别就案件事实、证据真实有效性、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法律
适用等问题发表意见。近两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旁听人
员同步思考，沉浸式庭审观摩，零距离旁听案例，上了一堂
生动的以案释法课，体验到行政诉讼案件庭审全过程。

线上旁听庭审，有助于引导基层行政人员牢固树立
依法行政意识，增强法治素养，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行政与司法良性互动，助力法
治政府建设。 （辛 欣）

本 报 讯 “ 小 朋 友
们，大家知道‘八一’建军
节的来历吗？”7月 22日，
迎泽街道并州路三社区
举办“阅读红色经典，争

做强国少年”“八一”主题读书会，通过诵读红色经典，引
导辖区青少年铭记历史，传承民族精神。

活动中，志愿者老师给小朋友们介绍了建军节的历
史由来、诞生地及军旗的来历等，让大家重温中国人民解
放军诞生、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老师带领小朋友们一
同阅读了《小兵张嘎》绘本故事。绘本中，张嘎机智、勇敢
的表现，从小男孩成长为八路军小侦察员的经历，深深打
动着每一位阅读者。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诗词朗
诵环节，孩子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激情澎湃，童稚的脸
上也因为红色诗歌故事的跌宕起伏而饱含情愫。《七律长
征》《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红色经典一一在孩子们的朗诵
中精彩呈现。

听过红色故事，读完红色经典，一颗颗稚嫩的心也与
拥军爱国的情怀同频共振，同学们充分认识到现在的美
好生活离不开人民军队的浴血奋战。参加活动的三年级
小朋友杨佳学深情地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要学习
先辈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精神，从小立志、学习本领，
长大后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李俊华、梁 虹）

本报讯 “谢谢姐姐给我送来了新书包，我太喜欢它
了……”7月 24日，来自吕梁临县尧昌里村的留守儿童小
浩褀从邻居家借来手机，给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学生
周佳楠打去电话表示感谢。

这通电话缘起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组织开展“三
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切实加强对留守儿童和困
难儿童群体的关心关爱，7 月 10 日至 19 日，山西工程科
技职业大学设备工程学院组织 12 名学生，来到吕梁临县
尧昌里村开展献爱心活动。活动中，大家为 6 名留守儿
童捐赠了书本、铅笔、书包等文具，并鼓励他们要认真学
习，用知识改变命运。此次志愿服务不仅给有需要的孩
子提供帮助，还传递了爱心和温暖，让更多的人关注山村
孩子的学习状况。

此外，实践团队成员还进村入户开展了乡村振兴助
农研学实践，在黄河一号公路沿线开展了“保护母亲河”
行动。 （张 慧）

本报讯 市民马先生近日来到太原公交电车分公司
四车队，特意感谢 86 路公交车驾驶员王利刚。直至此
刻，车队的驾驶员们才知道身边藏着一位“救火英雄”。

事情发生在 7月 6日晚上 8时 45分，当时王利刚驾驶
86路公交车在太榆路上由南向北行驶。刚刚路过太原南站
二三百米，他发现同向行驶的一辆私家车停在主路上冒起
黑烟。“坏了，这车着火了！”王利刚在确保车内乘客安全的
前提下，果断停车，抄起车上的灭火器，朝翻腾着火舌的私
家车冲去，边跑边大声呼喊，希望能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幸
运的是，他身后的几辆公交车也相继停靠在路边，几位公交
车驾驶员拎着灭火器赶到现场。一时间，几位驾驶员手持
随车灭火器，向私家车着火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救援过程中，几位驾驶员相互协作，维持现场秩序。
王利刚还帮忙拨打了火警电话。在公交车驾驶员和消防
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私家车的火势被彻底扑灭，没有
造成更大的损失。车主马先生历时多日，才找到了将此事
隐瞒的王利刚。当问及被称作“救火英雄”有何感想时，王
利刚的回答朴素而真挚：“作为公交人，遇到危急时刻，无论
是在车上还是车下，就应该挺身而出。” （尹 哲）

学子捐赠文具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7 月 23 日，传承弘扬傅山文化优秀成果展示
暨助推乡村振兴农产品“尖”品展销系列活动在尖草坪区中
华傅山园广场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与。

今年农历六月十九是傅山先生 417 周年诞辰。每年农
历的这一天，中华傅山园都会举办一系列活动，表达对傅山
先生的崇敬之情。

傅山先生所创编的傅山拳法，不仅是中华武术宝库中的
瑰宝，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现场举行了
傅山拳法集体展演。之后，26支代表队进行了傅山拳法比赛。

名医义诊也是此次活动的一项“重头戏”。来自全省医疗
战线的名医公益医疗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专业的健康咨询和
诊疗服务。与此同时，傅山医学学术思想传承交流会暨《傅山
手录〈丹亭真人卢祖师养真秘笈〉校释》新书发布会同步举行。

除此之外，在活动现场，肖像剪纸、面塑、古旧字画修复装
裱等特色非遗工艺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果木熏鸡、宇
文烧酒、宇文豆腐等舌尖上的非遗美食为现场增添了浓浓的
烟火气。金大豆豆制品、九牛牧业乳制品、老智熟食……一个
个响当当的农产品品牌，不仅是尖草坪区乡村振兴的丰硕成
果，更代表了地方特色农业产业的长足发展。（王 勇、杨 莉）

弘扬傅山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诵读红色经典
重温光辉历程

线上旁听庭审
增强法治意识

私家车突起火
众司机伸援手

迎泽区司法局庙前司法所所长张筱京，从
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30 余年，始终不忘初心，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用心、用情、用
理、用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调解机
制，坚持“调解普法齐并进”，既是居民知心的

“调解员”，又是架设在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连
心桥”，受到辖区群众的一致称赞和肯定。

“人民调解的目标在于化解矛盾纠纷，成功
调解的主要标志就是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
确保调解结果合法有效，协议履行到位。”7 月
3 日，庙前街道办事处三楼北边走廊的一间办
公室内，张筱京处理完“调解卷宗”后，将十几
份“调解卷宗”码放得整整齐齐。

2017年，张筱京来到庙前司法所后，她聚焦
基层矛盾，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在庙前司
法所工作的 7年间，她创建了“两级网络调处机
制”：社区调委会对矛盾纠纷早发现、早预防、早
化解，做好初次调处；街道调委会对社区调处不
了的或本级直接受理的纠纷，以及公安、法院等
相关部门移交的纠纷进行及时调处。

在此基础上，她还总结经验，形成“调解普
法齐并进”的“四步”调解工作法：即第一步耐
心倾听矛盾双方争议的焦点和各自主张；第二
步运用法律解释行为合法性，同时进行普法教
育，进而让其自觉认识到行为对与错；第三步
耐心说服各方当事人达到各自的理解让步，合
法合理合情协调达成共识；第四步制作人民调
解书，对不能即时履行的协议，建议司法确认，
为履行协议“上保险”。

一天下午，一名怀抱婴儿的妇女和一位中
年男子因租赁房屋被拆，房东拒退剩余房租来
司法所申请调解。张筱京了解情况后，采取背
靠背调解的方式，运用“四步调解法”分别进行
普法教育，劝彼此互谅互让。房东同意退 4000

元，承租户表示同意。随后，房东表示要回家
取钱。原以为纠纷就此化解，没想到房东竟一
走了之。在多次联系不上房东的情况下，寻求派出所帮助，
才得以与房东再次取得联系。在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劝
说下，房东终于带着剩余的 4000 元重新返回所里，与承租
户办理了相关退款手续，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即时履行。

无独有偶，劲松路 23号楼一名住户将房子租给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又将房子分租给多个住户，导致夜晚噪音不断，给楼
下邻居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楼下邻居多次与楼上房东协商
无果，无奈之下到司法所申请调解。张筱京和司法所工作人
员采用“四步调解法”，了解双方诉求，同时开展普法教育，积
极沟通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对张筱京而言，无论是外来务工
人员，还是本地居民，只要辖区居民申请调解，她都坚持做
到“应调尽调”，努力实现“案结事了”，真正发挥人民调解在
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2021 年，张筱京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
称号。获此殊荣，她倍感骄傲，她表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是自己一生的执著追求，自己将继续坚持“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的追求和担当，为群众“解”疙瘩、“调”和谐，当好群众
的“贴心人”和“解忧人”。 记者 郭晓华

张
筱
京
：
做
好
群
众
﹃
解
忧
人
﹄

面条非常可口，老人给志愿者点赞。

7 月 23 日，迎泽街道解放南路一社区组织孩子们走进三友电器
开展“探索奇妙家电”主题体验活动，丰富暑期生活，感受科技魅力。

张昊宇 苏丹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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