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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忧解难，《民情日记》记心声
今年74岁的倪伯苍是江苏省南通市启

东市海复镇庙基村第一党小组组长、第一网
格网格员，72 岁的妻子陈玉兰则是第一网
格信息员。老两口服务的网格包括一条街
道、两所学校和八个村民组共363户1500多
名村民。

由于庙基村第一网格是镇郊接合部、近
村镇的赶集点，区域内治安环境复杂。倪伯
苍每天吃完早饭，便和老伴一起上岗巡查安
全隐患，收集民情民意，解决矛盾纠纷……
同时，把村里发生的事写进他的《民情日记》
里。

2020年7月，倪伯苍刚担任网格员时，
对老伴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以后我得多
买几个本子回来记录‘民情’，把村民大大小
小有待处理和已经解决好的问题，以及活动
策划、时事政策和法律法规详细记录下来。
将处理经验记下来，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作
参考，为老百姓办事也有据可依、有案可
循。”陈玉兰很支持丈夫的做法，夫妻俩每天
挨家上门了解村民家庭的实际情况，走访一
户就记录一户，这便有了第一本《民情日
记》。

多年来，倪伯苍从不关手机，随时为网
格内的村民排忧解难。2018年10月2日晚
上12点，倪伯苍的手机突然响起，邻居陈新
华的妻子急声求救，说丈夫的鼻子、口里出
血，神志不清。倪伯苍赶紧拨打了 120，然
后与老伴赶到陈家，帮忙准备了衣服、毛巾
等住院用品，随救护车送陈新华到医院脑外
科实施开颅手术。经过院方的全力救治，陈
新华终于转危为安。倪伯苍夫妇一直在医

院里陪着陈妻，一夜未睡。
陈新华住了 20 天院，出院后生活不能

自理，妻子只能每天形影不离地守在病床前
照顾他。陈新华是养猪专业户，他这一病，
家里的猪就没人管了，夫妻俩为此忧心忡
忡。陈玉兰热心地说：“咱们是邻居，我和老
伴帮你们喂猪！”从那以后，老两口每天帮陈
家做猪食、喂猪、收拾猪圈，累得腰酸背疼也
没有一句怨言，一帮就是八个月。

这对银发夫妻明明可以颐养天年，为何
会做忙碌辛苦的网格员呢？他们自己的家
庭，又是什么模样？

古道热肠，银发夫妻成为网格员
倪伯苍和陈玉兰是一对恩爱夫妻，育有

一个女儿。年轻时，倪伯苍在北京工作，陈
玉兰在老家务农。2008 年，60 岁的倪伯苍
回到家乡养老。陈玉兰原以为夫妻俩从此
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老伴更忙了。因为倪
伯苍讲话做事公道，又是一位老党员，村民
对他非常敬重，遇到大事小情都来找他评
理。

2012年，启东市实行网格化管理，招聘
网格员，每月财政补贴60元。因为管理范
围大、中心工作难推进，村民都希望德高望
重的“倪家伯”来当。同年7月25日，倪伯苍
成为首批网格员。

从那之后，倪伯苍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乡
村小巷、田间地头，却极少出现在自家地里，
农活全靠老伴陈玉兰一人承担。她嘴上不
说，但心里不满，于是，倪伯苍每天早上改为
5点起床，先下地干完自家的农活，再按时
去上岗巡查。

时间长了，陈玉兰渐渐理解了老伴的做

法。每天晚上，倪伯苍坐在书桌前，认真记
下当日的走访情况时，她会默默地为他倒上
一杯水；夏天蚊子多，她会在他附近点上蚊
香。后来，她干脆也去做了网格员，夫妻俩
每天一起巡查走访，为村民服务。

身教胜于言传，倪伯苍夫妇乐于助人的
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和女婿。每
次有村民来家里求助，女儿女婿都热情接
待。女儿倪胜男甚至成了父母调解村民矛
盾的得力助手。有一次，村民陈建新与妻子
王晓芬闹离婚，王晓芬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当时，倪伯苍不在家，倪胜男陪着母亲一路
追寻，气喘吁吁地追了数里路，一直追到东
元镇西市梢村才追上，脚上磨出了好几个血
泡。

“夫妻之间有话好好说，不能动不动闹
离婚，一离婚这个家就散了……”经过母女
俩的劝说，王晓芬的怒气慢慢消了。倪胜男
牵着王晓芬的手来到自己家里陪她谈心，在
她的努力下，这对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基层普法，建起“家庭普法站”
多年来在网格中走访的经历，让倪伯苍

意识到，许多村民产生矛盾的症结在于法律
意识淡薄，所以处理问题的方法至关重要，

“首先，要让群众知道法律是什么、自己能做
什么，这就得做好法治宣传”。

2016年，倪伯苍夫妇腾出两间平房，在
家中成立了启东市首个以网格为基础的个
人调解室。他们调解的案子既有家长里短
的小事，也有棘手的疑难积案。为了及时做
好调解工作，夫妻俩还组织了志愿应急救助
队，在自家屋前的小场地上，建起了南通市
第一个网格版的“平安法治护航站”。宣传

栏定期展示政策、法律，帮助村民获取更多
法律资讯，提高学法、用法的能力。倪伯苍
夫妇还经常跟大家分享与家庭相关的最新
法律法规。

做调解工作的时候，陈玉兰是老伴的最
佳拍档。她性格温柔，从来没和老伴吵过
架，也没跟别人红过脸，所以妇女都愿意来
家里跟她讲心里话。调解的时候，倪伯苍讲
法律，把握原则；陈玉兰则讲感情，人情味很
浓。两人一唱一和，大大提高了调解的成功
率。

十年来，倪伯苍和陈玉兰夫妇为村民义
务普法600余场，调解矛盾达1500余件，其
中婚姻家庭类矛盾300件。在倪伯苍办公
桌的抽屉里，整齐地摆放着《民情日记》，共
80余万字。

“一间小屋，收藏了一个村庄的喜乐悲
愁；一头华发，细数着田间地头的无悔春秋；
39本日记、80万字记录，把百姓的需要字字
句句装满心口……”这是2021年12月4日，

“202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上给倪伯苍的
颁奖词。2022 年 1 月，倪伯苍在 7000 万网
民的投票中脱颖而出，当选“2021年度全国
平安卫士”。

2022年5月，倪伯苍家庭被全国妇联推
选为“全国最美家庭”。如今，这对银发夫妻
携手行走在网格间，不但是村民心中的榜
样，也让村民看到了家庭幸福的模样。

谈及未来，倪伯苍夫妇微笑着说：“发现
问题，及时为乡亲们排忧解难，只要身体允
许，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力所能及地帮助
乡亲们，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初心。

（《婚姻与家庭》2022.9 杨柳 文）

80万字《民情日记》
细数田间地头无悔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