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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网格员是基层治

理工作的“神经末梢”，是社区居

民之间的纽带，是调解邻里矛盾

纠纷、构建和谐社区的“润滑剂”。

近日，九江镇下西社区第一

网格（翘南）网格员在日常巡查

时，接到村民反映，指该社区翘

南村一处农用地上有两名村民

因农作物问题发生激烈纠纷。

接报后，网格员立即赶到事发现

场。经了解，纠纷起因是由于其

中一方在对自家农作物进行喷

药时，不慎把旁边另一方的农作

物也喷洒了，使其一部分农作物

受损枯萎。网格员随即开展调

解，同时将情况上报下西智慧社

区工作站。在网格员的努力协

商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共识，

网格员同时提醒双方，日后在喷

洒农药前必须做好相关的防范

措施，现场纠纷得到了解决。

近日，下西社区第五网格

（太平）网格员在日常巡查过程

中，突遇两名村民发生激烈冲

突，冲突中一方向另一方扔石

头，致使其中一方头部受伤。网

格员立即上前制止双方，并为受

伤村民进行简单治疗。经了解

得知，事件起因原是夏婆婆（化

名）因其种植的芭蕉树被邓伯

（化名）误砍，继而双方发生口角

并发生肢体冲突。网格员将事

件上报网格化平台，下西智慧社

区工作站处置员和社区调解员

接报后到场处理。所幸邓伯只

是轻微伤，考虑到本次矛盾问题

不算严重，处置员和调解员现场

对涉事双方开展调解，并以赔偿

方式达成和解，纠纷得到解决。

安全隐患的排除、邻里纠纷

的化解、老人被及时救助……网

格员每天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帮

助居民解决这些“小事”，不仅为

居民解了当务之急，维系了居民

间的情谊，还实现了“把触角延

伸至最后一米”的工作目标，充

分发挥了网格员的作用。

日前，下西社区第六网格

（万寿）网格员开展日常巡查时

接到群众求助，指其与同事共20

人于今年9月开始在该社区某酒

家的厨房部工作，但该酒家却拖

欠了他们2个月共计102000元

的工资款项。由于与酒家的协商

产生分歧和争执未能达成共识，

故寻求网格员帮助。接报后，网

格员先到该酒家了解和核实事

件，并将情况上报网格化平台。

其后，下西智慧社区工作站处置

员安排欠薪员工代表和酒家负责

人到社区调解室进行调解。经过

镇人社部门调解人员、工作站处

置员和社区网格员连续两天的努

力，酒家负责人最终答应即时结

清所有拖欠的工资。欠薪事件得

到完满解决，网格员也获得了员

工的感谢和好评。

■案例简介
2019年8月，某地统计部

门以专项检查的形式对某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统计执法检查。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对《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财务状况》进

行了全面检查，该单位该报表

多个指标出现错误，经过计算

发现，“本年应交增值税”指标

上报数与检查数差错率为

42.88%；“本年年初存货”指标

上报数与检查数差错率为

199.98%；“本年应付账款”指标

上报数与检查数差错率为

93.17%，构成提供不真实统计

资料的违法行为。统计部门对

该单位做出了警告并处罚款的

行政处罚决定。

■部门说法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第

三十六条规定，作为经济普查

对象（个体经营户除外）提供

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

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

法给予处分。

本案中，该单位的统计人

员称，2018年的统计报表是由

代理记账公司代报的，因为代

理记账公司的会计兼统计人

员没有进行过统计方面的培

训，导致了多个指标出错。本

案是一起典型的由于代理记

账公司没有完全负起责任，随

意填报统计报表而引发的统

计违法行为。

■相关链接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2 日、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南海

区普法办、南海区统计局联合

举办“弘扬法治精神 推进依法

统计”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

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

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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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因琐事产生矛盾，网格员开展调解。 通讯员供图

下西

副站长 联系方式 坐席员 联系方式 管理员 处置员 巡查员 联系方式

朱镇锋 13702994710 关文标 13702988530 张锦明

刘余华

张志鹏 13630080337

关汝成 13928626882

张锦荣 13590537144

朱旭鹏 13923146109

余汉成
关彬明 13927774820

关继雄 13925999714

朱广秋 郑民显 18825423869

关醒才

谭毅强 13925432111

李少康 13590539876

黄建勇 13925995987

下西社区网格人员情况一览表

何竹林：当代骨伤科流派十大名家之一何竹林：当代骨伤科流派十大名家之一
何竹林，1882年出生，广东南海九江河清村

人，被誉为“破肚穿肠能活命的神医”，是中国当代

骨伤科流派十大名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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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日机轰炸

广州，伤亡不少。何竹林义愤

填膺，组织民众救护队抢救伤

员。广州沦陷后，何竹林避居

南海里水甘蕉村，为乡亲治病，

至今传为佳话。

抗战胜利后，他重操旧业，

对劳苦大众送医赠药，分文不

取。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炸

海珠桥，何竹林一如既往积极

投身抢救受伤市民。

广州解放后，德高望重的

何竹林连续三届担任市政协

委员，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

党。

1956 年，广州中医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创办，

年逾古稀的何竹林受聘到该

院任教。何竹林不仅在教学

上呕心沥血，还把自己几十年

来积累的疗效显著的骨科秘

方、治疗手法和用药经验，毫

无保留地公诸于世。比如，现

在人们称道的“田七跌打风湿

软膏”，就是根据他老人家献出

的秘方制成的。由他主编的

《中华外科学讲义》《中医骨伤

科学》等，就是他丰富的骨科知

识和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

对中医骨伤科学的重大贡献。

何竹林行医、悉心授徒60

多年。他的儿女和高徒数十

人继承父业、师业，把精湛医

术和高尚医德传播到海内外，

成为各地的伤科骨干。何竹

林的 6 个儿子均以骨伤科为

业，4个女儿中也有两人从事

中医事业。长子何应华，是广

州著名的骨伤科医生之一。

他最小的儿子何应权，早年毕

业于广州中医学院，继承父业

在母校任教。其中，高徒高北

海、岑泽波、黄宪章、谭昌雄等

已成为岭南名医。

何竹林医学著作颇多，曾

编著《中医外科讲义》《中医伤

学科》《中医治疗骨折100经验

总结》等。

1972年1月21日，何竹林

在广州病逝，终年91岁。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刘颖君

（部分素材来自《南海市九江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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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竹林父亲何良显，精通

武术，擅长骨科，行医为业。

受父亲影响，何竹林自幼酷爱

习武学医。8岁起，他先后拜

广州光孝寺一和尚和番禺一

民间武林高手为师。经10年

勤学苦练，武艺医术大有长

进。

18岁那年，何竹林辞别

父母和师长，孤身闯江湖。从

广州出发，经粤北珠玑古道入

江西，北上嵩山少林寺、九朝

古都洛阳，抵历史名城北京，

再跨越万里长城前往哈尔

滨。南返时，经山东半岛到石

头城南京和长江入口处上海

等地，然后由水路回广东。他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3

年，行程两万余里。一路上，

何竹林游名山古刹，访名师同

道，行医卖药，切磋医术和武

技，视野大为开阔。远行归来

后，何竹林立志悬壶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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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何竹林在南海县城广州

长寿东文兴大街22号挂牌设馆行医，

不久迁至长寿东乐善戏院左邻 20

号。开业不久的一天，一位住在海珠

区紫微街的老妇人从楼上坠地，头部

重伤，昏迷数日，危在旦夕。家人把

她送到长堤一家法国天主教会办的

医院，洋医生见状，摆手摇头不迭，说

是无可救药，拒绝治疗。家人无奈，

只得准备后事，还购置了棺木。后经

人介绍，又把奄奄一息的病人送到何

竹林处。何竹林先给病人服下“通脉

止痛散”，再经一段时日精心调理，终

于把这位老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

来。何竹林妙手回春，救活了洋医生

认为活不了的垂危病人的消息不胫

而走，轰动全城。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大

元帅府，副官长马伯伦试枪受伤。何

竹林为其诊治，用药1个多月治愈。

经马伯伦介绍，何竹林加入孙中山创

办的联义海外交通部。

1924年，一市民被流弹穿破腹

部，肠管大量外流，出血不止，情况危

急。何竹林凝神细看，思索片刻，用

“银花甘草水”外洗，再取米酒消毒，把

肠管推回腹腔，然后用麻线缝合伤口，

外敷“解毒生肌膏”。该市民康复后，

感激涕零，特制一块牌匾送给何竹林，

上面写着“破腹穿肠能活命”几个大

字。从此，何竹林名声更盛，被誉为

“神医”。

1925年香港大罢工和1927年广

州起义期间，何竹林不顾个人安危，

亲自为苏兆征、陈郁、何来等共产党

领导人和一些工人赤卫队伤员治疗，

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西关一间破院因年久失

修而倒塌，受伤者众。其中有一年

逾八旬的老大爷被压在残墙之下，

遇救时已昏迷不醒。只见头部重

伤，脑浆外流，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在场的一些人都认定他快不行了。

但经何竹林精心医治，老人死里逃

生，其家人感激不尽，赞扬“何君之仁

心仁术，不啻再世华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