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供水水质公告
（2024年10月19日至2024年10月25日）

项目

出厂水合格率

管网水合格率

标准要求（%）

≥95
≥95

统计结果（%）

100

100

检测项次（次）

168

483

1.出厂水检验项目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游离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
（以O2计）八个检测项目。

2.管网水检验项目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游离
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七个
检测项目。

3.标准要求及各项合格率的计算公式执行《城市供
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的要求。

4.具体水质检测数据请关注南海供水公众号查看。

瀚蓝南海供水客服热线：0757-863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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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精诚服务 情润万家

南 海 供 水
微信公众号

燃气客服电话：
86227019燃气抢险电话：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安全进万家 关乎生命你我他

液化气罐着火，如何处置？

在液化气钢瓶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用湿

毛巾盖在阀门上，用手转动阀门关闭即可。

如果着火的液化气钢瓶的阀门损坏，可以不灭火，先

把液化气钢瓶拎到空旷地带站立放置，再用水冷却瓶身，

等待液化气燃烧完毕即可。

烧着的液化气钢瓶如果无法转移，立即清理液化气罐

周围易燃物，第一时间拨打 119报警电话，等待消防员到

场处置，不要让燃烧的瓶体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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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为彬 美编彭珍

■案例介绍
狮山镇永安社区的华姨与

霞姨原是同村好姐妹，但因一些

流言蜚语，互相积累了一些怨

气。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抬头

不见低头见”让两人的误会日渐

加深，两人见面就吵架，即使多

次向村委会寻求帮助，也未能有

效化解矛盾。

狮山镇永安社区党委委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法律明

白人”刘志滔了解后，采用“背对

背”调解方法，挖掘出华姨与霞

姨之间的矛盾根源，再以多角度

为切入点，剥洋葱似地逐步化解

两人多年积怨，最终让两人握手

言和。

■案例分析
在该案例中，刘志滔分别与

华姨及霞姨促膝长谈，知道了两

人的心结在于，华姨认为霞姨听

信谣言，诬陷自己偷东西，不仅

让其被误会，还连累家人被说三

道四。霞姨则认为，华姨老将她

的家务事当作茶余饭后谈资，让

其和家人被指指点点，也让她跟

儿媳有了误会，严重影响家庭和

睦。

为避免矛盾升级，刘志滔先

安抚了两人的情绪，再以多角度

为切入点，引导两人忆旧情、换

位看、往后想，一步步化解多年

积怨。经过多次沟通，华姨与霞

姨终于松口愿意尝试和解，刘志

滔也趁热打铁，对调解方案进行

梳理，决定结合法律知识，分别

再对华姨与霞姨进行说服教育

和沟通疏导。

“华姨，你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家务事，将

心比心，别人这样对你你也会很

难受吧？”

“霞姨，你也是，没有证据证

明就到处散播华姨偷东西的谣

言，小心涉嫌诽谤罪。如果你有

疑虑或者相关证据，也应当通过

合法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

最终，在刘志滔的努力下，

华姨与霞姨多年的心结被解

开。两人也在刘志滔的见证下

握手言和，签下调解协议，互相

约束避免矛盾“死灰复燃”。这

起积压多年的邻里矛盾纠纷被

成功调解。

■部门说法
南海区普法办介绍，拥有多

重身份的刘志滔，深知“打仗还

需功夫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

余，他还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学

习，丰富知识储备，提高法律水

平，推动调解工作高效开展，当

好基层法治建设的“主力军”。

自2022年加入“法律明白

人”队伍，刘志滔更是不断提升

法律素养和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的能力，他积极在社区内部针对

“法律明白人”队伍开展各类法

律法规宣传活动，切实推动提高

辖区“法律明白人”依法办事、依

法履职能力。他充分发挥人熟、

地熟、事熟、感情熟的优势，以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为工作导

向，因案施策，不断转换调解思

路，将各类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做到纠纷化解不出社区，同

时努力将法律知识融入村民的

日常生活，将法律的种子播撒到

群众心中，促进乡村和谐共治。

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原诗杰

南海普法

体验非遗“跳火光”、漫步美丽庭院、探索古村文化……

里水这条研学路线够“火”

珠江时报讯记者邵泽权通讯

员李子欣摄影报道 为庆祝广东省

第31个环卫工人节，连日来，桂城

市政开展系列慰问活动，走访一线

环卫工人，送上节日的祝福。

10月28日上午，在桂城东小

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对出路段，

一辆高压冲洗车正停靠路边，环卫

工人吴昭正和同事一起进行路面冲

洗作业。一人手握喷水枪头、一人

负责拉水管，两人默契配合，冲洗完

一段路面后，又回过来冲洗人行道，

每过一处，身后就是一片洁净。

“我们都没有停的，基本上有

任务就跟任务走、跟车走。”吴昭

是今年才入职的，主要和同事负

责路面冲洗工作，每天工作8小

时，每天冲洗多少路段她也没有

概念，不过手机却有计步，“按照

手机记录每天的步数有1万多到

2万步，最低都有八九千步。”

“辛苦你们了！”桂城市政、三

宁公司等有关负责人为吴昭一行

送上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问

候。“感谢你们过来慰问，我们更

有信心做好工作。”吴昭对工作乐

观又有信心。

随后，慰问组来到平西社区

一出租屋，敲开了环卫工人刘东

源的房门。桂城很多道路需要深

夜车流量减少的时候才能进行清

洗作业，工作多年来，刘东源经常

“申请”夜班工作。他说：“总要有

人做夜班的事情，我没什么所谓，

习惯就好了。”

晚出早归、黑白颠倒，意味着

舍弃很多与家人朋友交流共聚的

时间，刘东源轻描淡写的背后是他

乐观奉献的精神，“习惯了，现在叫

我上白天班，我还不适应。就像有

时候休息，晚上我还睡不着了。”

慰问组为刘东源送上慰问

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我

们有时出去听到市民说，现在环境

好了很多，垃圾桶比以前干净、整

洁了，我们也觉得很有自豪感，希

望桂城越来越好！”刘东源说。

长期以来，环卫工人为了守

护城市环境，奔忙于大街小巷，冒

严寒，顶酷暑，披晨曦，戴晚霞，辛

勤劳作，默默奉献，为千家万户创

造了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关爱

环卫工人，桂城持续在行动，除了

在重要节假日开展慰问之外，还落

实好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行动，

让环卫工人增强归属感和幸福感。

桂城市政部门呼吁社会各界

更加关心、支持和参与环卫工作，

让每一位环卫工人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关怀与温暖。

桂城市政开展环卫工人慰问活动

走上街头送温暖 致敬“城市美容师”

■慰问组为环卫工人送上慰问品。

近年来，南海区妇联以

“美丽庭院”建设作为切入点，

助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乡

村建设，通过打造“千户庭院

万家创美”品牌，聚焦“全域创

美”“家风和美”“人文赋美”

“美丽经济”，开展“美丽庭

院+”矩阵建设，推动乡村绿化

向“美化、生活化、长效化”迭

代升级。在里水镇赤山村，

“火”文化与美丽庭院建设碰

撞，延伸出一条拥有独特历史

底蕴的研学路线。

赤山村是一个以300多年

民俗“跳火光”闻名于外的历史

古村，人文底蕴深厚，生态环境

优美。村内拥有特色古建筑

群，古村文化和非遗文化丰富，

是佛山市内古村风貌保留得比

较好的村落。

赤山村的美丽庭院建设与

古村建筑、古村文化相结合，打

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田园公

园家园”三园合一景观。赤山

村还在庭院中引入小火苗读书

会、儿童研学、赤山小小导赏员

培训等课程，将赤山“火”文化

继续传承，从而带动更多力量

加入美丽庭院建设中。

赤山村研学路线推荐为荷

塘小广场——林荫路（绿美打

卡点）——跳火光广场——人

民会场——“四小园”和崇礼芳

草园——赤山村史馆——天復

李公祠（家风家训馆），市民游

客在这里游览百年古村的同

时，能近距离感受古村非遗魅

力，领略古村之美。

●荷塘小广场
荷塘小广场位于赤山公园内，2017年通过“美丽文明村居”的打造，全

方位升级，成为村民休闲好去处，游客可在小广场内观赏荷塘。

●林荫路（绿美打卡点）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有百年仙榕位于林荫大道上，赤山村依托林荫

大道绿化空间，打造火光市集和巾帼创业活动，吸引众多游客观光体验。

●跳火光广场
赤山元宵“跳火光”习俗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赤山依托该广场

开展“跳火光”民俗体验研学活动，建设古村非遗民俗研学基地。
2024年5月，赤山古村非遗民俗研学基地入选南海区第五批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赤山人民会场
赤山人民会场占地439.2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苏联风格会

堂建筑。近年，赤山人民会场进行了内部和外部的全面修复。赤
山村妇联在会场多次开展巾帼议事厅活动。

●“四小园”和崇礼芳草园
2019年起，赤山推进“花化赤山”项目，组建巾帼志愿队伍，通

过打造最美庭院和崇礼芳草园推进全民种花。同时，赤山村动员
村民、新市民、妇女、青年、志愿者等各类群体，建设“美丽庭院”和

“四小园”。“四小园”和崇礼芳草园正是这些行动的成果体现。

●赤山村史馆

村史馆主要展示赤山的开村历史以及“跳火光”民俗活动。赤山
村动员党员、妇女、青少年等群体组建导赏队，充分发挥导赏员作用，
激活村内旅游资源。同时，利用暑期开展“小小导赏员”培训，培养古
村导赏接班人。

●天復李公祠（家风家训馆）
在家风家训馆正中，有着“绳其祖武 光耀赤山”八个大字，激励

村民继承《李氏族谱》中记载的良好家风和家训，继续建设和振兴赤
山村。赤山村重视社区文化的发展，现在家风家训馆既是游客服务
中心，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赤山村研学景点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洁 严佳瑶通讯员 林晨

■赤山人民会场。

■赤山“跳火光”习俗。

同村姐妹积怨多年矛盾深
“法律明白人”帮解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