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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绿豆粥、煮鸡蛋、折耳根
拌豆腐皮、萝卜丝等食物纷纷端了上
来。老人们围坐在“花溪之家”的餐桌
前，一边拉家常，一边品味“舌尖上的
幸福”。“好吃，很适合老年人的口味，
比家里吃得还丰富。”正在吃早餐的老
人们赞不绝口。

爱心早餐开餐前，花溪村工作人
员和社工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广泛收
集老人的身体状况及忌口等情况，精
心设计了多套老人易消化、易吸收、营
养均衡的早餐菜单。另外，考虑到村
里部分老人行动不便，工作人员还提
供送餐上门服务，让老人暖胃又暖心，
惊喜的同时充满了感动。

花溪村党总支书记肖幸林告诉记
者，老年“爱心早餐店”开餐前历经了
一个多月的筹备，“由我们花溪村‘两
委’和彭州市葡萄树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共同推出这项老人助餐服务。项目
所需资金由我们双方兜底，同时也接
受社会捐赠。比如本月的开销由我们
当地一家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自 2021 年起，通济镇连续三年着

以法解纠纷 共建和谐民族社区
武侯区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浆洗街街道揭牌

浆洗街街道作为武侯区少数民
族居民最多的区域，结合辖区民族区
域特色和法治环境基础，同武侯区司
法局发挥各自优势，以服务为出发点
落脚点，以共建和谐民族社区为目
标，于 2021 年 11 月建立武侯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少数民族工作站，为少
数民族同胞提供一系列法律方面的
服务，石榴籽调解工作室也因此应运
而生。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利用区法院审
判团队的专业优势、西南民族大学法学

院以及街道少数民族调解员的语言优
势和共情优势等，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在工作中，扩大一站式诉讼
服务覆盖面，让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化
解，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司法便利。

调解法官潘芳说，石榴籽调解工
作室探索构建关口前移、源头预防、纵
横联动的多元调解纠纷机制，提供纠
纷调处、诉讼咨询等服务，让更多的矛
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解于诉
外。这不仅优化了行政和法律资源，
也提升了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为辖区安全和谐提供有
力保障。

今后，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将依托
武侯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少数民族
工作站平台，以情为纽带、以理述乡
情、以法解纠纷，构建多元共治、顺畅
衔接的少数民族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机制，让“石榴籽”在武侯绽放美丽的
团结之花。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沈悦

实习生 杨鑫 摄影报道

“爱心早餐店”开业
老人乐享幸福“食”光

力探索办好民生“食”事，为老人提供
暖心助餐服务。2021年5月，彭州市第
一家“爸妈食堂”在通济镇圆通坝社区
开张，为辖区 55 名独居老人、残疾老
人、生活困难老人提供丰盛可口的午

工作人员为一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

“以服务为出发点落脚

点，以共建和谐民族社区为目

标，向辖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

更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

4月12日上午，成都市武侯区

司法局和浆洗街街道携手共

建的武侯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少数民族工作站的石榴籽

调解工作室在浆洗街街道瓦

子堰正式揭牌。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

能，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杨诚，武侯区委书

记许兴国，武侯区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张静和各民族代

表参加了揭牌仪式。揭牌仪

式由武侯区委政法委书记王

亚滨主持。

早餐7元的标准，老人就

餐不花钱！4月10日，彭州市

通济镇花溪村的老人“爱心早

餐店”正式开业。从当天起，

村里50多名70岁及以上老年

人享受福利，吃上了免费早

餐。

餐；2022年夏天，当地阳平社区新开一
家“分店”，托起了48名老人“舌尖上的
幸福”。今年春天，花溪村老人的爱心
早餐正式“出摊”。

老有善养、老有所依是每个人的
期盼。开办“爸妈食堂”“爱心早餐
店”是通济镇服务老人的成功探索。
老人们吃的不仅仅是爱心早餐，更是
一种社交氛围。大家一起动筷子、拉
家常，这种幸福的味道更绵长。据
悉，三个村（社区）的成功经验将在其
他村（社区）推广，让老人都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玥林

彭州市委社治委供图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浆洗街街道瓦子堰揭牌。

“爱心早餐店”让村里70岁及以上老人享受免费福利。

资讯

迎接世界科幻大会

郫都区科幻讲座进校园

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李玥林
郫都区文体旅局供图）4月12日，由
郫都区文体旅局主办，郫都区第一
中学、郫都区文化馆、郫都区图书
馆承办的《如何用想象打开时空之
门》公益讲座在郫都区第一中学举
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理事、少儿科普科幻畅销
书作家陆杨向近千名同学分享了
科幻创作的现状、趋势及科普科幻
创作的意义。

整堂讲座妙趣横生、引人入
胜，既有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
类，基因怪兽、人机合体、克隆技
术、气候灾变等有关科幻对未来社
会影响的追问与遐想，也有对当代
科幻创作应当立足于现实关怀、哲
学沉思、科技畅想、艺术形象的“经
验之谈”。

“本场讲座不仅有助于提升青
少年的思考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还能激发青少年对于科学知识的学
习兴趣，激发青少年对科幻文学的
热爱和对科幻内容的浓厚创作兴
趣，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今年10月将
在成都举办的世界科幻大会。”郫都
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主讲嘉宾与学生们互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