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星，南海区人民法

院二级法官。2014年进入法

院以来，梁启星一直扎根在

房地产审判一线。近三年

来，他共审结房地产案件922

件，多次收到当事人赠送锦

旗，是南海法院房地产审判

工作的骨干力量。梁启星荣

立个人三等功两次、先后获

评为佛山中院优秀共产党

员、南海法院先进工作者、调

研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人物简介

西樵镇启动“侨爱心·光明
行”公益项目

为贫困白内障患者
提供免费复明手术

珠江时报讯 记者黎焕平 通讯

员冯汉明报道 10月17日，“侨爱

心·光明行”公益项目西樵站在西樵

爱国社区启动。活动将为西樵镇内

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明手术，

让他们重见光明，提高生活质量。

该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
3月，为各村居有需要的中老年人进

行免费眼部筛查（检查视力、裂隙灯

检查、眼底检查），检查是否有白内

障、弩肉、眼底病变等眼部疾病。活

动将优先为归侨侨眷、空巢老人、孤

残人士、军属、教师及孤寡、经济困

难、贫困等其他特殊群体进行白内

障手术公益救助。此外，活动也为

佛山籍留学生及归侨侨眷青少年儿

童、侨资企业员工、归侨侨眷等免费

提供眼部健康科普讲座、眼病健康

普查等，进一步宣传眼部健康知识、

提高居民眼部保健意识。

“侨爱心·光明行”是中国侨联

主办，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承办的

一项为患有白内障等致盲性眼病贫

困患者复明的大型公益活动。自启

动以来，该活动已惠及全国多个省

市地区，为无数贫困眼病患者带去

了光明和希望，成为凝聚侨界爱心、

帮残助困的典范。

“西樵镇作为南海的著名侨乡，

其中爱国社区建立了侨胞之家，‘侨

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西樵站在该

社区举行很有意义。”南海区委统战

部副部长、区侨务局副局长吴炳洪希

望，西樵侨联及各村（社区）要继续坚

持以“以侨为本、为侨服务”的工作理

念，凝聚更多社会资源，积极为侨办

实事、办好事，进一步营造知侨情、暖

侨心、解侨困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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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用气
一租户被罚
■案情简介

某城管局执法人员日常巡查中

发现当地一出租屋用户刘某使用燃

气时倒卧气瓶。经询问调查，刘某表

示，是为了使气瓶瓶底的气体充分燃

烧，所以将其倒卧在地上，以达到省

钱目的，倒卧气瓶使用次数达到5次。

刘某在燃气使用过程中卧倒气

瓶的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燃气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

依据《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

条的规定，某城管局责令刘某立即

改正，并作出警告和罚款3000元

的行政处罚。

■部门说法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部分经

营户和居民遇到钢瓶液化石油气快

没有了，都喜欢去摇一摇，甚至把整

个钢瓶卧倒，觉得里面的“气”跟牙

膏一样，摇一摇、晃一晃，多多少少

还能“流”出来一点，其实这样的做

法非常危险。因为煤气罐内的天然

气呈液态形式，躺着放置容易漏气，

而且在使用时横卧的液化气罐会很

有可能因为受热不均而引发爆炸，

造成安全事故。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在使用液

化气罐过程中，除了不能用力摇晃

和倾倒、摔砸，也不能在阳光下长

时间直接暴晒，更不能放在热源附

近，比如暖气包、火炉边、火墙周围

等，否则就会有爆炸的危险。一个

液化气罐最多只能用15年，要定

期检查自家使用的液化气罐是否

超期服役，如果过期，应当毫不犹

豫地将其淘汰，消除危险。购买液

化气罐要到正规场所，千万不能贪

便宜买“翻新罐”。液化气安全无

小事，点滴细

节要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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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崔绍鹏沈

芝强通讯员梁锦瑜关炜基摄影

报道 为加强九江镇乡村推介官

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能够讲好九

江好故事、弘扬九江正能量的

“乡村推介官”队伍，10月 16
日，九江镇委党校举办乡村推介

官专题培训班（第六期），各村

（社区）“两委”干部、讲解员、储

备人才等65人参加培训。

金牌导游讲解导赏艺术
“乡村推介官需要具备哪些

基本素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旅

游管理专业高级讲师、国家金牌

导游周健引导现场学员思考。课

堂上，周健围绕语言表达能力、互

动能力及应急处理能力，传授了

一系列将讲解导赏变得专业化、

艺术化、知识化的妙招。生动有

趣的互动式教学，让学员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收获满满“干货”。

“乡村推介官是对外传播在

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

用最朴素的话语讲述着乡村故

事。随着乡村文旅产业不断发

展，乡村推介官的文化内涵也在

不断延伸，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

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

用更专业的姿态讲好乡村故

事。”周健说。

培训第二站，学员们来到罗

行社区，学习罗行艺术墟共创共

享艺术的优秀做法。据了解，在

国庆假期，罗行艺术墟吸引了约

15.3万人次游客“趁墟”，旅游

收入约1560万元，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古村焕新彩重要的是要带

动村民参与，让村民也成为艺术

共创的力量。”在烟南村推介官区

敏仪看来，乡村推介官的角色也

要“升级转型”，不能止步于向游

客讲解导赏，更要思考如何才能

带动起村民的参与，让村民从乡

村推介的“看客”转变为“主角”，

共同挖掘本土传统文化价值，将

九江乡村的美好形象传递出去。

为发展人文经济培育力量
截至目前，九江镇委党校已

举办乡村推介官培训班共6期，

围绕“人文经济”的主题，从选才

育才和精品教学线路打造方面

进行探索，为九江发展人文经济

培育储备力量。

今年以来，九江镇委党校

已新培育了一批乡村推介官队

伍，并将水南社区、敦根社区、

烟南村、下西社区、璜矶社区、

北村社区、海寿村、下北社区、

沙咀社区9个村居打造为党校

现场教学点，吸引200多批次

研学团、近万人次参观学习，在

推广九江乡村振兴经验的同

时，也释放了乡村人文经济的

活力和潜力。

“要讲好人文经济的新故

事，关键是人。适逢第二届广东

南海大地艺术节延伸至九江乡

村，璜矶、烟南、河清是主战场。

我们希望培养更多具备不同领

域专业知识和本土化生活经验

的乡村推介官，去讲好九江乡村

故事，带着游客体验不一样的九

江。”九江镇委党校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九江致力于探寻人

文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坚持挖掘

在地文化，整合旅游、年轻业态

等资源，持续擦亮龙舟、鱼花、夕

阳音乐会等文旅 IP，推动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希望

通过乡村推介官系列培训，以点

带面盘活更多人才、文化等资

源，推动文旅资源与产业链创新

融合发展，充分激活九江人文经

济“一池春水”。

九江镇委党校举办乡村推介官专题培训班

传授导赏“干货”讲好九江故事

丹灶镇罗行社区杜家经济社用20年“熬”出来的“发家致富经”——

拒绝分光吃光 每年提留集体收入再发展

建设单位追讨工程款，导致

价值上亿元楼盘大量商品房被

查封，建设单位和房企齐齐停

摆，购房者面临房屋无法交付的

困境。如何破冰？

梁启星直接与双方企业负

责人取得联系，提示可能存在的

诉讼风险，在努力平衡、保障各

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逐条对

接、敲定调解方案细节，最终促

成双方达成和解，有效保障购房

群众利益，避免了潜在的群体性

纠纷。

查明案件事实，尽责尽心，

守护公平正义，从不懈怠，这是

他对待司法工作的执念，也是他

始终坚守的司法理念。过去3
年多，梁启星共审结房地产案件

922件，审结案件标的额超15
亿元，这些案件不仅有上亿元的

大案，也有案情复杂前后跨越4
年的“骨头案”。

在一件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中，原告的装修投入金额需要通

过司法鉴定才能确定。然而，法

院摇珠选定的两家鉴定机构均

以“施工区域混乱、装修材料难

以统计、装修时间跨度过大，缺

乏图纸且无法测绘”等理由，表

示鉴定无法进行。

“怎么就不能鉴定？”抱着一

股“倔劲”，梁启星深入研究机构

无法鉴定的原因，多次带领书记

员到现场实地勘验，手绘租赁厂

房扩建布局图，先后通过5份鉴

定笔录、2份勘验笔录和2份开

庭笔录，理清双方争议焦点，协

助明确司法鉴定方式与范围，最

终在第三次鉴定程序启动后顺

利完成了司法鉴定。

得益于事实查明阶段的扎

实工作，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

息诉服判，真正实现了“案结事

了”。“当两家鉴定机构都表示无

法鉴定的时候，我还以为原告无

法继续举证了。”案件生效后，案

件书记员感慨地说，是梁启星的

坚持解决了无法鉴定的难题，让

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百姓来法院为的是解决问

题，不是来‘走程序’，对待案件

要有‘如我在诉’的意识，更耐心

一点，更执着一点，才能让矛盾

彻底化解，让自己心安，让群众

安心。”梁启星笑着说。

尽心尽责的作风，已经潜移

默化渗透梁启星日常工作的方

方面面——炎炎烈日，他带着卷

宗钻入厂房进行现场勘验；沥沥

雨水，他提着手写板进入工地现

场丈量面积。

一身灰衣，半身汗湿。梁启

星用心用情办理每一个经手案

件，真心为民的行为赢得了不少

当事人的点赞，收获了“怀爱民

之心，办利民之事”等多面锦

旗。作为年轻法官，梁启星认为

自己还需不断学习，用忠诚与担

当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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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钊泷通讯员金磊

南海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梁启星：

3年审结案件标的额超15亿元

■梁启星正在审判案件。

寓意丰收的秋日，金灿灿的阳光洒落在丹灶镇罗行社区杜家经济社。
在杜家东坑工业区，一栋崭新的四层现代工业厂房成功出租投用，这是杜家经济社耗资1600万元新建设的物业厂房。为何杜家经济社能拿出这么

多资金建设厂房物业？
二十年前，杜家经济社集体总收入不超50万元，二十年后，为什么能达到1300万元？其背后有杜家经济社用二十年“熬”出来的一套发家致富经。

从丹金大道驱车驶入罗行杜

家经济社，沿途可见沙心工业区、高

田工业区、东坑工业区“三足鼎立”，

形成了罗行工企商贸发达的繁荣

片区。这些都是杜家经济社二十

年来建设起来的“物业王国”，面积

合计200多亩。这一“版图”仍在

不断扩张，2022年又斥资1600
万元新建一栋现代工业厂房。

2022年，杜家经济社集体总

收入约1300万元，如果分红全部

分完，每个股民可分得17000元
左右。但为了新厂房物业的落成

攻坚，当年分红每人仅8000元，

提留超50%的集体收入全部“砸”

进厂房物业的建设。

土地出租无需成本，同样有

收益，为何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杜家经济社村民的心中自有一盘

经济账：相对于土地出租，物业出

租收益更高，长期高收益才能实

现效益最大化。此外，随着时代

的发展，物业建设也不断向高空、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只有土地、

物业两手抓，才能不被承租方“掐

脖子”，牢牢掌握住发展的主动权。

“从效益最大化和长远发展考

虑，必须走物业建设的路子。那建

设资金从哪来？只能控制分红，提

留集体收入作为发展资金。”罗行

社区党委书记杜瑞泉表示，勒紧裤

头，也要把集体收入的“蛋糕”做

大，已经成了罗行杜家全体村民的

共识。

锚定方向这一干就是 20
年。杜家经济社的物业从无到有，

不断增多，年出租率达99.5%，集

体收入年年递增，从不足50万元

到2022年的1300万元，村民的

荷包鼓了，人心稳了，信心足了，发

展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全体村

民每年支持配合提留集体收入，甚

至自筹资金凝心聚力推动集体物

业建设。

近年，区镇两级实施集体经济

组织“分六留四”模式，这从正面

“回答”了杜家经济社20年来“摸

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路子走对了。

“经济好，环境美，现在住

在村里，比住城市楼盘舒服。”

每天晚饭后，罗行杜家村民昌

叔就迫不及待地到家门口的滨

水绿道散步。他感叹，近几年，

村容村貌一年一变样。

“集体收入高了，村民荷包

涨了，生活环境也要跟上来。”

杜家经济社社长杜仲彬介绍，

经济社用集体收入提留的资金

改善村容村貌，近五年来累计

投入近千万元。其中投入近

400万元建设镇级乡村振兴

示范经济社，提升村口景观，拓

宽村道，改造停车场、篮球场、

公厕，修建一河两岸、滨水游步

道……打造出一条传承杜家历

史文化，展现新时代生态农村

特色的环形景观游历路线。

“分红越来越高，环境越来

越靓，福利也越来越好。”村民

森伯介绍，村里60岁以上老人

每年多发1000元慰问金，加

上分红，足够日常花销，还能每

日叹“一盅两件”。回首过往，

他表示，早些年的“勒紧裤头”

换来如今的幸福生活，值了！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志华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志华陈业北

■九江镇乡村推介官培训第二站到罗行艺术墟学习。

提留集体收入 勒紧裤头做大“蛋糕”

扮靓乡村 既有“里子”也有“面子”

■罗行杜家

经济社的现

代化工业厂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