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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携手，织密平安网
“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

徐维丽：有麻烦“大姐”管
本报记者 徐 坊 共享联盟·吴兴 秦乐妍 颜志操

尼拉杰：洋娘舅爱劝架
本报记者 徐添城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国内童装业
的风向标。25 平方公里中心镇区范围
内，1.4万多家童装类企业年产童装超14
亿件，创造了 700 多亿元的童装年销售
额，占据全国童装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走在织里街头，满眼是琳琅满目的
童装、风格迥异的店铺。随便走进一
家，都能听到“叮咚叮咚”的网络提示音
和直播间里主播卖力的带货声。

童装产业的壮大，吸引了 45 万名
新老织里人在这里创业生活，徐维丽就
是其中之一。2003 年，从辽宁老家到
织里进货时，徐维丽被当地良好的创业
环境打动，便举家搬到织里，创办了童
装公司。

徐维丽在织里创业的第二年，当地
的流动人口登记数量猛增至 14.2 万余
人。产业兴旺也带来“成长的烦恼”。徐
维丽印象中，当时织里创业氛围的确浓
厚，但环境脏、秩序乱、矛盾多也是事实。

更难的是，当时的管理人员行政编
制配备未考虑流动人口因素，仅与户籍
人口挂钩。不到 200 人的在编干部队
伍管理着一个“人口海量、企业众多、群
体文化差异大”的地区，被不少人无奈
地称作“大人穿童装”。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发动群众创建
平安和谐社会，是“八八战略”指引的方
向。2004 年 4 月 22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建设平安浙
江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按
照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
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不
安定因素和安全隐患，开展宽领域、大
范围、多层面的平安浙江建设；当年 5
月 10 日至 11 日，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
六次全会，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此后，浙江一手抓

“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持续
织牢织密涵盖各领域、多层次的“大平
安”网络，逐步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
理新格局。

“我在织里发展，也想为这片土地
作点贡献。”正如身穿的红衣服一样，徐
维丽热情似火、“爱管闲事”，谁家有矛
盾、谁家犯了难，她都会去劝解、想办
法。慢慢地，徐维丽在织里有了些名
气，老乡有困难都爱找她帮忙。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徐维丽
找 来 同 在 当 地 创 业 的 老 板 娘 们 ，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成立“平安大姐”工
作室。

织里镇利济西路 160 号，是“平安
大姐”工作室所在地。门两侧的大字引
人注目：“真诚、博爱、感恩、奉献”，这是
工作室的服务原则；“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只要您需要”，这是工作室的
服务时间。

“大姐，你太牛了！要不是你，我根
本找不到他人，更别想拿赔偿了。”我们
还没进屋，就听到里头有人道谢。

致谢人叫张良。一个月前，他抱着
一堆童装样版来找“平安大姐”评理。
原来，他家的裁剪师傅因不满放假时
间，故意在打版时少放了两个袖子。等
发现时，裁剪师傅早就关机走人，还带
走了装有衣服样版的 U 盘。为了准时
交付订单，张良不计成本临时让人重新
打版，光布料损失就达1万多元。

了解情况后，徐维丽通过亲戚、同
乡等各种关系，终于辗转联系上了那名
裁剪师傅。徐维丽前后打了 17 个电

话，从法理和情理展开劝说，总算让其
认识到了错误，并把 1.2 万元布料赔偿
款打了过来。

送走了张良，徐维丽从一旁的柜子
里拿出了她的宝贝——“平安大姐”工
作日志，将这次调解的基本情况和工作
心得记录下来。这是她在近 8 年的调
解工作中养成的习惯。

翻阅这十几本工作日志，我们仿佛
看到了“平安大姐”工作室的成长史。

创立前几年，工作室的成员除了徐
维丽，还有 14 位和她一样在织里创业
的老板娘，她们调解最多的是新居民的
劳资纠纷、经济纠纷和家庭纠纷。

近些年，工作室成员已经增至 30
位，来自全国 17 个省的 24 个地方。徐
维丽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将她们分组，让
每位大姐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比
如，徐维鸿擅长处理劳资纠纷，胡艳杰擅
长调解经济纠纷，马玉兰擅长解决婚姻
家庭矛盾，闵锦水则专注于邻里纠纷。

“我们的大姐懂织里、爱织里，用‘他乡遇
故知’的情义化干戈为玉帛。”徐维丽说，

“平安大姐”的调解法宝就是“用情”。
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00 后也加

入了“平安大姐”，在处理同龄人的纠纷
时发挥出优势。去年9月，00后设计助
理小伟在 7 天试用期后，与 00 后老板
闹翻，选择辞职，求助“平安大姐”帮讨
试用期工资。徐维丽灵机一动，派出同
样是 00 后的刘嘉琪，果然同龄人思想
观念相近，彼此更容易沟通，矛盾调解
很顺利。

“矛盾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我们
的调解工作也得与时俱进。”徐维丽说，
2019 年，“平安大姐”工作室入驻织里
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和婚姻
家庭调委会、商协会工作室、金融纠纷
调委会等多种社会力量一起组团服务；
2020 年，工作室开通了线上云调解，克
服时空距离，化解纠纷更加省时省力；
在“平安大姐”的感染下，律师、医生、快
递小哥等群体的 138 位志愿者也加入
到矛盾纠纷调解队伍中。自 2015 年成
立工作室以来，“平安大姐”已参与调解
矛盾纠纷 1600 多起，化解率 98.1%，满
意率达100%。

和谐稳定的社会是最具竞争力的
发展环境。眼下的织里，新老居民共治
共享、融合共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平安大姐”依旧忙碌。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头脑风暴时间，

“平安大姐”们将调解过的案例及身边的
事例归纳整理形成《基层治理观察》，在
化解矛盾的同时，给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以前是出了事情‘看急诊’，现在要
逐步向‘治已病、防未病’转变。”徐维
丽说。

6 月底，绍兴市柯桥区金昌世贸广
场 9 幢一楼的“帕瓦尼集团”店铺内，一
名外籍客商和一名本地印染厂负责人
因贸易纠纷进行激烈争论。印度籍商
户尼拉杰·帕瓦尼坐在会议桌的正中
间，听取双方意见。

争论持续了近1个小时。其间，尼拉
杰多次起身，确认双方带来的各种实物依
据。“我做面料30年了，也是做这行的‘老
人’了。这样吧，厂方适当降点价，我们心
平气和来解决⋯⋯”尼拉杰劝解道。

尼拉杰已经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
次处理类似的问题了。

近几年来，“帕瓦尼集团”店铺里，
平均每星期都会有一次动静不小的争
执。一开始，周边商铺的租户们觉得有
些困扰：“看来这里来了不好惹的邻
居。”但慢慢地，他们发现，每次争吵结
束后，都会有人道着谢离开。

“又是来找尼拉杰劝架的。”见得多
了，邻居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今年 47 岁的尼拉杰，自 2003 年初
到柯桥算起，已在这里生活了 20 个年
头。在这个有着数千名外籍常住商业
人士的纺织之都，他创立了自己的纺织
外贸公司，也在生活、工作中结交到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和挚友。凭着自
己正直的个性，他慢慢在柯桥的“外商
圈”积累了一定的名气。许多本地人和
外国人遇到问题，总想着第一时间问问
他的意见建议。

也正因此，2018 年，当柯桥决定在
辖区范围内物色聘请首批“洋娘舅”时，
尼拉杰成了当之无愧的候选人。

被誉为“国际纺都”的柯桥，近年来
正步入对外贸易发展的新阶段。辖区
企业对外交流频繁，其间也难免发生一
些纠纷与矛盾。为了做好企业与商户
的服务工作，柯桥着手探索“以外调外”
涉外纠纷调处模式，让通中文、精贸易、
有信誉的外籍人士担任调解员，帮助企
业更好地解读国外政策，解决外部纠
纷，保障各方权益。

尼拉杰欣然接受了聘任邀请。他
觉得自己挺幸运，在他与柯桥产生联系
的 20 年里，正是这座城市经历改革、发
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在深入践行“八八
战略”过程中，柯桥全面加强平安建设，
夺得全省首批“二星平安金鼎”，实现平
安区创建“十八连冠”，群众的平安、幸
福指数节节攀升。尼拉杰和所有土生

土长的柯桥人一起，亲历、见证着这里
的变化。他们也用自己的付出，助力着
这座城市的发展。

“有人信任我、需要我，这是对我的
认可，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们。”过去，怕错
过重要信息的尼拉杰，不敢漏接一个陌
生电话。成为“洋娘舅”后，他索性让手
机24小时保持开机，随时随地都能让人
找到他。“凌晨一两点打来电话求助的事
不在少数。有时候晚上迷迷糊糊的，也
不知道对方是谁，就想听清楚事情的来
龙去脉，抓紧帮忙解决问题。”他说。

在很多人眼里，尼拉杰这个“洋娘
舅”，挺有韧性。碰到难处理的纠纷，他
不爱声张，但愿意花时间去“磨”。今年
初，一起被尼拉杰追踪了五年的跨国贸
易纠纷终于画上句号。连求助对象都
没想到，这个本只有一面之缘的印度客
商，竟真的会为了几个陌生人的利益，
盯着一场纠纷整整五年不放弃。

时间回到 2018 年，因一位海外客
户未能支付运往印度港的货物货款，柯
桥某外贸公司两个集装箱的货物不得
不在印度港被拍卖。提供代理服务的
海外某公司绍兴代表处未能支付拍卖

所得部分尾款，导致该外贸公司损失近
20万美元。

多次讨要无果，该外贸公司负责人
找 到 了 尼 拉 杰 ，希 望 他 出 手 相 助 。

“2020 年，我在印度，和印方也熟悉，就
直接找到他们进行沟通。”尼拉杰说。

但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在海外的很
多次沟通，从结果来看都是无效的。今
年2月16日，尼拉杰回到中国后继续进
行调解，他在工作之余经常抽出时间联
系双方，促成多次视频电话会面。终
于，在他和商务部门及一些法律人士的
不懈努力下，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尼拉杰说，生活在浙江、生活在柯
桥很有安全感，这里环境优美、社会安
定，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和谐地过日子。
而他自己，也愿意竭尽所能去帮助这个

“第二故乡”的友人，并发自内心喜欢浙
江、喜欢柯桥。“在这座城市，不管是做
生意还是日常生活，遇到困难都有人主
动伸出援手。我的孩子们出门在外也
总是被温柔、友好地对待。柯桥真的是
一座特别温暖的城市。”他说。

事实上，这些年，尼拉杰也在努力温
暖别人。2015年的一天，他从微信朋友
圈看到一条求助信息：绍兴一名12岁的
白血病女孩，因病情加重急需输血。“我
是这个血型！你们在哪个医院？”彼时中
文尚不流利的尼拉杰，没来得及多想，就
急切地给求助信息上的对接人打了电
话，“我半听半猜，听到对方好像在说，一
个人献血可能还不够，所以我马上给在
柯桥的印度朋友们打了电话。”

不到 1 小时，20 多名印度客商集
结。他们包车来到杭州，给病床上的孩
子带去了希望。后来，尼拉杰还多次为
女孩发起献血的倡议，100 多名友人先
后响应。这群来自柯桥的“外国叔叔”
还多次给孩子捐款捐物，“我们想为她
做些事情，让孩子好好长大。”

此后，尼拉杰获得了“最美浙江
人——2015 年度浙江骄傲人物”年度
十大人物、2015 年度绍兴市柯桥区人
民政府区长奖等。但他始终觉得，帮助
他人后获得的内心愉悦远比奖项珍贵。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幸福
感的城市时，我们想做的事，就是让它变
得越来越美好。”尼拉杰说，在他心里，无
论是柯桥，还是浙江其他地方，都是“爱”
的代名词。这些年，他积极主动参与各
类平安护航志愿服务，在并没有多少人
看到的角落里，回馈着这座城市。

“未来，我们会在这里遇见更好的
生活。”他坚定地说。

徐维丽，1969
年出生，辽宁海城
人，中共党员。现
为湖州市吴兴区

“平安大姐”工作
室负责人。

尼拉杰·帕瓦
尼，1977 年出生，
印度人，绍兴市柯
桥 区 首 批“ 洋 娘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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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浙 江 群 众 安 全 感 达

99.28%，高出全国平均值 1.13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相比

2003年提升8.48%

浙江刑事案件总量从2003年的50.9
万余起下降到 23.6 万余起，命案从

1400 余起下降到216 起，是命案发案
率最低的省份之一

浙江已建成并高效运行106 个县级公

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高标准推进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2022年一审诉讼案件

服判息诉率91.12%、一审诉讼案件改判

发回瑕疵率0.06%，均位居全国前列

徐维丽（右一）在调解纠纷。
受访者供图

2015 年“平安大姐”工作室成立初期时的调解现场（后
右为徐维丽）。 受访者供图

柯桥的中外志愿者在参加志愿服务（左二为尼拉杰）。
受访者供图

“平安大姐”团队。 受访者供图 柯桥区首批“洋娘舅”聘任仪式现场。 柯桥区商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