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组
家
庭

社会 新闻 2023.1.4 星期三
版06责编 徐建光 孙洁 和亮 实习编辑 胡孟颖 联系电话：8222132

重组家庭遭遇赡养纠纷

调解员巧断“家务事儿”
老伴过世后，年过花甲的王大妈被继子下了“逐客令”，陷入有家难回、无钱租房的困境。1月3日，

记者从万柏林区司法局了解到，该所调解员用温情打破僵局，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王大妈和李大爷结婚 20多
年，虽然是半路夫妻，生活上却
一直相濡以沫。当年结婚后，王
大妈搬入男方家生活，多年来，
李大爷的三儿子李某与两位老
人共同居住。

2019 年 2 月，李大爷病故，
临终前考虑到老伴的“后顾之
忧”，他特意在留给李某的遗嘱
中明确表示，自己名下的这套房
产，王大妈可以一直居住，并要
求李某尽到赡养义务。可毕竟
是重组家庭，能得到对方子女的
理解和支持已然不易，王大妈不
指望继子为自己养老，只希望有
一处安身之所能够遮风挡雨。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2022年 4月，李某回
家与王大妈商量，打算将
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产过
户到自己名下。“不过你
放心，这房子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李某信誓旦
旦，拍着胸脯向王大妈保
证。

按照老伴生前的意
愿，这套房子留给亲生儿
子无可厚非，王大妈没有
多想，便应允了。随后，
在李某的陪同下，她在城
南公证处进行了财产和
放弃继承声明公证。不
想，公证过后不久，李某
出尔反尔，居然给王大妈

下了“逐客令”。
事情的发展令王大

妈始料未及，由于没有固
定收入，这些年她并没有
多少积蓄，付了房租就不
够生活开销，只好暂且在
亲戚家栖身，但这毕竟不
是长久之计。

2022 年 11 月，她无
奈之下向万柏林司法所
求助。工作人员了解王
大妈的难处后，得知她还
是革命烈士子女，却因为
家庭纠纷陷入有家难回、
无钱租房的困境，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立即安排
调解员介入工作。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
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
是社会公序良俗、中华传
统美德。”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释法析理，依据民
法典的相关规定，给李某
讲解了赡养老人是子女应
尽的法律义务，不管是亲
生的还是继子女，善待老
人是最基本的。其次，又
从情理入手，引导双方互
相体谅对方的难处，尤其
是李某，正是因为两位老
人重新组建家庭，才让他
在世上又多了一份亲情。

经调解员耐心沟通，
李某认识到错误，同意付

给王大妈租房费用，但双
方就给付租房金额和支付
方式难以达成一致。为了
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调解员变“坐诊”为“出
诊”，主动走访李某经营的
小饭店了解经营状况，并
耐心给他做思想工作。最
终，在司法所的主持下，双
方分歧逐渐缩小，达成了
调解协议，由李某承担王
大妈在外租房的费用，且
当场给付第一年的房租，
次年起每年 6月 15日按年
支付，一场家庭纠纷得以
化解。

记者 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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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娄轩）结合日常警务工
作，上门宣传；全面梳理电诈案
件，分门别类精准宣传……为预
防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娄烦
县公安局盖家庄派出所采取四
项宣传防范措施，促使辖区自
2021年 9月以来，连续 16个月共
计 485 天电诈“零发案”，是全县
唯一未发生电信诈骗案件的乡
镇。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高发频发，已经成为上升最快、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违法犯
罪，严重危害着群众的财产安
全。为守好群众的钱袋子，盖家
庄派出所紧密结合辖区实际，因
地制宜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宣传防范措施，不断增强
群众的防骗意识和反诈能力，取
得明显成效。

脚踏实地上门宣传。结合
日常警务、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
解等工作，组织民警、辅警逐村
逐户上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当面讲解等形式讲解典型案例，
详细分析电诈案件的主要类型、
作案手法和惯用伎俩，引导大家
关注反诈预警，嘱咐群众提高警
惕，并积极动员村民下载反诈
App，开启预警和拦截功能。

见缝插针密集宣传。按照
“多破案不如少发案”的原则，对
到派出所办理业务、发生纠纷以
及日常处警的双方当事人，找准
时机见缝插针广泛进行反诈宣
传，做到“不漏一人”。同时，每
天在各村利用“大喇叭”进行接
地气宣传；社区民警每晚在企业
微信群、村民群、微网格群内与
村民、工人互动，推送反诈信息，
提升群众的识诈防诈意识和能

力。
有的放矢精准宣传。全面

梳理近年来电诈案件，对网络刷
单、投资理财、网络贷款、冒充电
商客服等高发电诈案件的主要
类型以及受害人年龄、性别、职
业和被骗时的心理进行分析，有
针对性改进工作；开展“进学校”

“进家庭”“进企业”“进单位”“进
村庄”精准宣传。此外，民警主
动对接企业负责人，每周向企业
员工开一次反诈例会。

发动各方广泛宣传。充分
发动社会力量，不断拓展宣传新
阵地。争取乡政府、村干部支
持，村民支持、企业支持，将精心
制作的反诈宣传海报贴遍辖区
各个角落；培训各村网格员、治
保主任，不断壮大反诈宣传队
伍，形成“全民反诈、人人识诈”
浓厚氛围。

宣传效果好 电诈零发案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李莹）我市一男子向涉诈
账户转账，民警发现后上门劝
阻，结果却发现男子是一名网络
赌徒。1月 3日，公安杏花岭分局
通报，男子白某受到行政拘留的
处罚。

2022年 12月下旬，公安杏花
岭分局反诈中心发现，辖区居民
白某向一个涉诈账户转账，受骗

风险极大。接到反诈中心推送
的预警信息后，巨轮派出所民警
迅速上门劝阻。

“你可能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见到白某，民警劝阻他继续
转账，同时核实之前的情况。然
而，细心的民警发现，白某回答问
题支支吾吾，神情显得较为紧
张。进一步询问后，民警得知白
某转账其实是参与网络赌博。

经查，从 2022 年 11 月 25 日
开始，现年 30岁的白某在一个境
外赌博网站注册账号，通过“世
界杯”球赛和百家乐扑克游戏等
参与赌博。其间，白某共下注
12378次，前后输了 9万余元。

鉴于白某的行为已构成网
络赌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
行政拘留 10 天，并处罚款 500 元
的处罚。

民警上门阻止电诈 揪出网络赌徒

自 带 餐 盒 买 餐 好 处 多
多，可谓是一举多得。既保
障 了 疫 情 防 控 下 的 餐 饮 安
全，又给环保节约型社会贡

献了“举手之劳的力量”，还
减少了家庭开支，何乐而不
为？我们不妨让“自带餐盒
买餐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外卖餐饮新动向
自备餐盒带走吃

1 月 3 日清晨，杏花岭街一家丸子汤店，市民
王女士提着自备的保温餐桶，带走了两份丸子
汤，两张烙饼。这里的店员介绍，目前堂食的人
仍不像之前那么多，更多的人选择带走，且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自备餐桶和饭盆等。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
化，各餐饮单位陆续恢复了
正常经营。为避免新冠感
染，一些市民既想吃饭店，一
饱口福，又想降低感染风险，
确保健康，于是选择了点餐
带走的消费方式。

家住侯家巷的张先生一
家，每日早餐基本是出去吃，
少有开灶时。之前，张先生一
家会各自到附近的早操点用
餐。近来，他们一家的早餐还

是外出买，但一般不在店里用
餐，而是带回家。“早上时间
紧，早餐来不及做，外面吃又
怕感染，折中选择带回家。”

记者在上官巷、上马街
和杏花岭街的几家餐饮店走
访发现，近来堂食的人数依
然不太多，而选择外卖、打包
的顾客则在增加。一家餐饮
店老板认为，经过此次疫情，
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或者
已经发生改变。

在外卖过程中，使用哪
种餐具成了问题。上马街一
家饭店，市民小郭点了几个
菜带走，结账一算，光餐盒就
要 10 元钱。“哦，一份凉菜没
了！”他自言自语。

侯家巷的张先生介绍，
他家 3口人，一人一碗蒸碗老
豆腐，4元一碗，是 12元，外加
3个餐盒，又是 3元。“1天 3元
感觉不到啥，咱可是天天在
外面买早餐，叠加起来，一个
月也有几十块，这可是能省
下的开销。”张先生还表示，
一个个一次性餐盒，使用完
扔了觉得可惜，留着又无它
用，实在是种浪费。于是，张

先生花几十元钱买了一个不
锈钢保温桶，每天提着保温
桶买早餐，保温、干净、节
约。上马街的李女士也表
示，一次性餐盒等虽然方便，
但不见得卫生，更重要的是
不环保。她很少使用这种一
次性餐盒，无论是买菜还是
买餐食，都是自备袋子和餐
具，也是为环境卫生贡献个
人的一点力量。

记者发现，像张先生、李
女士这样的市民，正在逐渐
增多。方便、卫生、经济、环
保，市民正在找到餐饮消费
新形势的契合点。

记者 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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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郭文娟）八成新的婴儿学步
车、才用过两次的吹风机、孩子
小时候的玩具……春节将至，市
民张女士把家里好好收拾了一
番，竟然翻出不少闲置许久的生
活用品。这些东西留着占地方，
扔掉怪可惜，该如何处置让她挺
发愁。1 月 3 日万柏林消息，这
种情况，很多居民在年前打扫家
时都会遇到。对此，小井峪街道
的光华街社区专门设立了一个

公益的“闲置物交换群”，居民可
以在群里“以物换物”，让闲置物
品重新“动”起来。

过年前，大家都会把衣柜、
储物柜清理一遍。这才发现，一
年下来“积攒”了不少物品，很多
是平时不会再用的，放在家里确
实占地方。这几天，光华街社区
的网格员听到好几位居民说起

“家里有不少闲置物品不知咋处
理”的情况。于是，社区在微信
网格群的基础上，又建了一个

“闲置物交换群”，居民可以把家
中不需要的物品拍照后发到群
里，看看有哪位邻居需要。

对此，居民也积极响应，纷
纷找出家中闲置但对别人可能
有用的物品，拍照后发到群里供
大家挑选。遇到相互合意的“宝
贝”，一场愉快的以物易物的“交
易”就完成了。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在这里交换的主要是居民家
中的一些闲置物品，这样在节约
资源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感情。

闲置物扔了怪可惜 社区建起“交换”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