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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地标 合肥三大地标场馆———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合肥科
技馆新馆（自然博物馆）和合肥市美术馆已初步确
定了竣工日期

魏玉芬，1996 年 10 月参加工作， 现为安徽省淮北市烈山
区司法局烈山司法所所长。 多年来， 魏玉芬深耕基层调解
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烈山镇的和谐稳定筑起了“第
一道防线”。 26 年来，由魏玉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
多达 3000 多件， 魏玉芬本人主持调解的纠纷案件达
1500 余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98%，被当地人称为“好人魏
司法”。 2020 年 12 月，魏玉芬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称号。 今年，又当选为 2022 年第一季度敬业奉献类
“中国好人”。

自创“三用”调解法
烈山镇是淮北市东部新城建设的“主战场”，征地拆迁、

土地承包、劳动争议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矛
盾纠纷成为焦点。

多年来，魏玉芬在调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讲法律、讲道理，是非分明，依法调解。 她自创用法、用
情、用心“三用”调解法，倾听群众呼声，为民分忧，投入人民
调解工作中，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和谐稳定筑起
了“第一道防线”。

烈山镇张老太家的三间两层楼房即将面临拆迁，安置补
偿款 100 余万元。 此房产早年以 3 万元的价格转给了张老
太的大儿子张某甲，但没有协议。 老人去世后，楼房即将拆
迁，小儿子张某乙因补偿款分配问题与张某甲产生纠纷。 魏
玉芬在日常走访排查中得知此纠纷后，主动上门调解，经过
反复做工作，最后张某甲以亲情为重，同意从拆迁款中拿出
一部分给弟弟张某乙，兄弟二人也化干戈为玉帛。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从事调解工作 20多年来，魏玉芬
坚持维护社区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为烈
山镇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受到辖区群众的敬重和爱戴。

编织立体调解网
近年来， 基层的矛盾纠纷已由传统的婚姻家庭矛盾、邻

里矛盾等民间纠纷扩展到征地拆迁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
要特征的新型矛盾纠纷。 民事、经济、行政、治安和刑事交织
在一起，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给调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魏玉芬不断创新、整合资源，努力打造多元化解纠纷新
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解纠纷的诉求。在她的努力下，烈
山镇建成了 1 个镇级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15 个村居
信访事项联系点、征地拆迁纠纷专项调解室、婚姻家庭调解
室等专项调解组织的“访调对接”调解网络。

近三年来， 她参与调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479 件，没
有一件民间纠纷因调解或处理不当引起转刑案件， 用法、用
情、用心为群众办实事的做法也得到群众和社会的认可。

普法巧用新媒体
预防和调处已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只是治“标”，更重要

的是治“本”，魏玉芬通过抓好公民的普法学习教育来提高
群众的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有效避免或减少矛
盾纠纷的发生。

村子里留有很多明清古石榴树，部分村民的保护意识不
强，打算把古树砍伐卖掉，村里调解员得知情况后立即向魏
玉芬反映。 魏玉芬专门组织了古树保护条例的巡回专题宣

传，并印发传单给村民，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向村民普及《安
徽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为更好达到普法目的，彻底杜绝
砍伐贩卖古树的行为，她所在的烈山司法所还组织拍摄一部
名为《古树风波》微电影，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魏玉芬还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交互性
强的特点，充分发挥“法在身边”微信群、部门门户网站等平
台作用，积极创新普法载体，以每月 28 日“人民调解日”为
契机，组织辖区调解员进行普法宣传，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多
元化解纠纷机制灵活、高效、便捷的优越性，引导更多群众选
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

“我只不过是在基层工作很多年， 长期跟群众打交道，
为他们群众做点事情，没有多么突出。 ”面对荣誉，魏玉芬表
示，自己做的都是平凡的事，像她一样坚守在调解一线的干
警还有许多。未来，她将继续扎根基层，坚定信念、执法为民，
努力打造多元化解纠纷新机制，有效避免和减少矛盾纠纷的
发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解纠纷的诉求。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晓然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年底或完工
据介绍，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项目位于该市政务区翡翠

路与祁门路交口东北角，总建筑面积 65790 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4297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2818平方米。建
成后将形成阅读空间、智慧书库、童话半岛、展示中心、市民
驿站、文旅走廊 6 大板块。 截至目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和 3
层室外广场铺装已完成，正在进行室外管网、幕墙和室内装
修的收尾工作。

“按照计划，整个项目预计今年底正式完工。 ”据项目
施工方安徽三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藏
书总容量 450 万册(其中智慧书库 350 万册，开架书库 100
万册)，阅览坐席 3000 座(其中阅读空间 2400 坐席，城市记
忆馆 600)；预计年接待读者 400 万人次(1 万人次 / 日均)；
年读者外借、预约借书、网约借书和城市阅读空间图书配送
400 万册；年组织开展阅读文化活动 (活动、讲座、展览、培
训、演出等)2000场次(5.5场次 /日均)。

合肥市科技馆新馆明年对外开放
比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建设进度稍微快一点， 合肥市科

技馆新馆（自然博物馆）项目有望本月底竣工。 据介绍，合
肥市科技馆新馆（自然博物馆）项目位于该市高新区石莲
南路与彩虹东路交口、 王咀湖东岸。 整个项目占地面积
70.01亩，总建筑面积 5万平方，总投资 9.08亿元。

“该项目将科技元素融入建设全过程， 将为公众呈现一
座独具特色、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科技馆。 ”据合肥市建设部门
的负责人介绍，合肥市科技馆新馆（自然博物馆）以“探索体
验、理解认知、改造创新”为展览线索，串联整馆展教内容，下
设“好奇”“自然”“我们”“安危”“能量”“度量”“杨振宁
陈列馆”“工具”“连接”“智造”“数学”等 11个常设展厅。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绿化种植斜屋面塑造了绿
色大地景观， 错落排布的金属立方体强调了科技与自然的
共生，也被称为“智慧盒子”。“整个项目引入智能楼宇自控
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雨水回收系统、中水回用系统、
聚能燃烧等节能技术， 创新使用电致变色玻璃、 可调节遮
阳、岩棉板、挤塑聚苯板等先进节能材料，有效减少建筑能
耗损失。 ”截至目前，各常设展厅及大部分公共空间展项已
通过深化设计评审，展品展项进入制作加工阶段，预计明年
4月正式对外开放。

合肥美术馆有望明年春节前封顶
合肥美术馆项目位于该市政务区怀宁路与万佛湖路交

口，安徽省文博园地块东南片区，与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地
质博物馆一同形成中轴对称布局。该项目建设规模为地下 2
层地上 4层，总建筑面积约 3.6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 1.6万
平方米，地下 2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清槽、基
础筏板、支撑拆除、地下两层结构施工等全部内容，近期将
大面积开始地上主体结构施工， 预计明年春节前完成主体
结构封顶。

据介绍，新建的合肥美术馆是一座集展览、陈列、培训、
典藏（恒温恒湿）、公共教育、公共服务、艺术研究、文化交
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美术馆。“该项目幕墙设计以合肥
市花桂花为创作原型，通过图案变化的组合，在大尺度上形
成渐变的虚实变化的生动效果。 建筑外墙主体采用 UHPC
超高性能混凝土板，具有强度高、耐久性好、外表美观的特
点。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合肥美术馆设计以四个巨大的卷
曲“筒形”作为内部空间的构成要素。 通过错层分隔，使合
肥美术馆拥有多个大空间展厅，共设 10 个展厅。 其中大展
厅 3 个， 小展厅 6 个， 临时展厅 1 个。 “最大展厅面积达
1253平方米。 ”按照计划，整个工程预计 2024年竣工。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通讯员 徐强

合肥三大地标竣工时间表出炉

“中国好人”魏玉芬：

走街串巷26年深耕基层调解工作

10月 13日，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从合肥市建设部门获悉，
备受关注的合肥三大地标场馆———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合
肥科技馆新馆（自然博物馆）和合肥市美术馆已初步确定
了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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