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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担任居民小组长的20多
年以来，杨俊儒每一个通知及时传达、每
一件物品发放到位、每一次活动热情参
与。尽管要负责三个楼栋，他却从来不叫
苦喊累，始终尽心为社区分忧、尽力为居
民服务。

老新村的楼道无人打扫，杨俊儒一扫
就是十几年。有邻居劝杨老年纪大了不
要打扫了，他总说没关系，可以顺便锻炼
身体，“我看不惯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总想
收拾得干净一点，也是为了大家能有个好
的环境”。以前楼道里有一块小黑板，杨
俊儒就在上面写通知、出卫生宣传、居家
安全知识等板报，每年春节还会写上“春
节快乐”贴到楼道口，这一写也是十多年。

2001年时，为响应政策号召援助偏

远地区，杨俊儒不仅带头捐款，还一家一
家上门去做街坊邻居的思想工作，2元、5
元……100元，杨老每次募款数额都是小
组长里靠前的。楼上有位老太，杨老得知
她家庭条件困难，就经常上门看望帮忙，
有时还自己花钱接济她。

前一阵子，邻居陶师傅被楼下出租户
的狗咬伤了，出租户起先不肯承认，陶师
傅就前来求助杨老，希望他能出面帮忙解
决。杨老一面让陶师傅尽快去打疫苗，一
面做出租户的思想工作，最后出租户同意
赔偿相关医药费，顺利解决了邻里矛盾。
杨老在居民心中的威望就是这样一点一
点建立起来的，大家有困难都愿意找他。
但杨俊儒觉得这些小事不值一提，反复说
他做得还远远不够。 （晚报记者 潘凡）

本报讯 宜兴法院法官与
人民调解员、网格员联动化解
矛盾纠纷，将矛盾化解在基
层。日前，宜兴法院和桥法庭
就调解了一起因空调室外机噪
声而引发的相邻权纠纷。

缪先生与王先生是上下楼
的邻居，王先生在安装空调时，
未将室外机安装在预留机位
上，而是安装在缪先生家主卧
室的正上方，距离卧室不足1
米。今年夏天，酷暑难耐，王
先生频繁使用空调，空调室外
机震动产生的噪声严重影响
了缪先生一家的正常休息，缪
先生不堪其扰，多次上楼去找
王先生理论，但王先生坚持认
为自家空调室外机距离缪先
生家的卧室还有一段距离，不
会造成太大影响，且小区其他
住户也是像这样安装室外机，
没有其他住户提出过任何异
议。王先生拒不同意移动室
外机位置，双方为此经常发生
争吵，缪先生多次报警，矛盾愈
演愈烈。

物业、社区都曾介入做过

调解工作，但未果。社区网格
员遂向法官寻求帮助。接到电
话后，“网格法官”立即赶到现
场查看情况，与驻庭人民调解
员、社区网格员一同研究制定
调解方案。第一时间联系物业
公司、社区居委会共同开展调
解，召集双方面对面座谈，从情
理法入手做思想工作。法官向
当事人释明，不动产相邻权利
人应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
关系，同时法律明文规定不得
排放噪声等有害物质，给相邻
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
失。如果王先生拒不配合，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人民调
解员、网格员共同劝说王先生
从邻里和谐关系考虑，换位思
考。“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与
人行方便就是与自己行方便。”
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双方均
愿意各退一步，王先生同意将
外机移动到预留机位，缪先生
也主动表示愿意承担移机费
用，两人握手言和。 （何小兵）

本报讯 今年7月份，家住
梁溪区一小区的姚阿婆从自家
楼栋往小区外走时，脚下的窨
井盖突然破裂，左腿直接陷了
进去，受伤不轻，老人更是为此
卧床了三个月。姚阿婆一家人
认为，物业公司对此事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而物业方则认
为，窨井位于绿化带内，因此不
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责任。

姚阿婆今年78岁，在该小
区也已经住了有8个年头了。
姚阿婆每次下楼都习惯走居民
楼旁的一条小路，在小路的拐
角处有一个窨井，当时她便是
在此处摔伤的。可以看到，该
窨井位于拐角处的绿化带内，
目前井盖已经修复。今年7月
份，她如往常一样走在小路上
时，一脚踩在了窨井盖上，没想
到井盖突然破裂，自己也重重
摔了下去。好在当时有路过的
保安及时发现，立即通知了姚
阿婆的老伴，“膝盖那里一块肉
被磕掉了，后来去了医院才知
道半月板骨折了”。

据悉，事发当天下午，破损
的窨井盖便被物业公司修复，
工作人员还特意上门看望了姚
阿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他
说把收据保留好，我的理解就是
以后要帮我报销的”。根据姚阿
婆女儿提供的照片看，事发后窨
井盖的一侧出现了三个口子，因
此她们认为井盖应当在此前就
已经出现了问题，物业对此事应
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也有责任，
物业也有责任”。

经过三个月的调理，卧床
的姚阿婆勉强能自己行走，治

疗也结束了。姚阿婆的女儿李
女士便找到了物业公司，希望
他们能报销三千余元的医疗
费。可对方的说法却让李女士
一家接受不了，“他们认为自己
没有责任，最多出于人道主义
补偿几百元。盖板在物业的管
辖范围之内，使得老人摔倒受
伤，物业这个责任是推脱不了
的。”

姚阿婆一家多次与物业公
司进行协商，但得到的回复均
是“不予赔偿”，这让他们觉得
很是寒心。随后记者也来到物
业公司了解情况，据物业负责
人表示，事发的窨井并不是在
道路上，而是在绿化带内，行人
不应该走上去，因此他们认为
物业方是没有责任的。该负责
人表示，他们非常同情姚阿婆
的遭遇，但也仅限于此。至于
其他的诉求，他建议姚阿婆的
家人可以走法律程序。

目前双方对此事依旧是各
执一词，那么姚阿婆的伤究竟
该由谁来负责呢？记者就此事
咨询了律师，江苏新高的律师
事务所律师刘念认为，绿化带
确实是一个划分责任的理由，

“绿化带不应用于行走，进入的
行人肯定要负一部分责任。第
二个还要考虑这个窨井的安装
维护是否合规，盖子破损或安
装问题导致老太太受伤，物业
公司肯定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的。”对于此事如何解决，双方
的责任如何划分，刘念建议姚
阿婆和物业方不妨向社区寻求
帮助，让社区作为第三方来共
同协商解决。 （甄泽）

这个“三好”居民呱呱叫
小区绿化带内窨井盖突然破裂

七旬老人摔伤谁该担责？

空调噪声引发邻里纷争
法官调解化解矛盾

家住河埒街道溪北新村的

杨俊儒今年已是89岁高龄，老

人有着67年的党龄和24年的

军龄，还曾是一名光荣的抗美援

朝志愿军战士。杨俊儒把自己

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国防

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行共产

党员的使命与担当，以热心和真

心为周边居民服务，是河埒社区

众所周知的“三好”居民。

本报和阿里集团联合全国 36 家媒
体，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最美家乡人”评
选。今年“最美家乡人”评选将关注点聚
焦于“守护者”寻找到各行各业、各年龄层
的普通百姓故事，他们可能守护的是亲
人、朋友、战友、同学，甚至是陌生人。您

可以致电本报热线电话0510-88300000，
或者＠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留言，自荐或
推荐身边的最美家乡人，也可以关注“天
天正能量”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进行推
荐，参与微博话题#最美家乡人#互动并
提供线索。

20岁时，满腔热血的杨俊儒积极响
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
决定弃工从戎。然而，1950年做入伍体
检的时候，杨俊儒却不合格。“我坚决不放
弃，一直争取复查，最后征兵的同志复查
之后确定没问题。”终于，杨俊儒在1951
年 1 月如愿以偿地正式参了军，并于
1952年进入解放军原总军械部。

翻看相册，杨俊儒指着里面保存良好
的一张张泛黄的老相片，将那些热血奋战
的军旅生涯娓娓道来。“这是1957年我们
部所有优秀工作者的合影，我很荣幸加入
这个行列。”每一张老相片都是一份宝贵
的回忆，说起当年抗美援朝作战的经历，

杨俊儒更是感慨万分。“我是1953年2月
出征朝鲜，当年12月回国的。亲眼见过
战争的残酷牺牲，才懂得现在的和平是多
么弥足珍贵啊！”

在原军械部，杨俊儒时刻秉持“埋
头苦干、扎实严谨”的精神对待工作。
有一间存储物资的仓库由于疏于管理
难以使用，杨俊儒不怕麻烦，用心地把
所有物品一件一件地贴上标签，还整理
了进出物资的账目，才使得这间仓库正
常运转起来。因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
行之有效的物资管理办法，以及管理仓
库得力，杨俊儒于 1963 年荣立部队三
等功。

1975年，杨俊儒进入当时的外贸无
锡印刷厂工作，并先后在多个岗位上发光
发热，无论是政工、保卫，还是秘书、经济
等，他都做出了成绩。“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首先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个人的进
步成长与组织的关爱培养是分不开的。”
他把党性刻在心里、付诸行动。

1981年，杨俊儒被评为无锡市优秀
共产党员，此后还被选为无锡市郊区第
九、第十两届人大代表。杨俊儒摩挲着红
色的代表证说：“我在厂车间工作的时候，

很多工人很支持我的工作，我靠的就是接
地气，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当了人大
代表之后更要为群众做实事、说实话。”这
些荣誉对他而言是一种褒奖，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

退休之后，杨俊儒将他勤学的品格和
踏实的作风带到了所在党支部，带领支部
党员们通过读书、看报的方式学习党的理
论成果，了解国家的建设发展。支部荣阿
姨这样评价杨老：“他总是付出的时候冲
在前面，表彰的时候守在后面。”

保家卫国的好战士

红心向党的好同志

热心助人的好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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