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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湟中区李家山镇李家山村的
食用菌种植示范园种植车间，清新的菌
香扑鼻而来，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排
列，一朵朵肥硕的香菇争相探出脑袋，
有的正吐露着菌芽，有的则撑出了菌
伞，工人们穿梭在菌架行列之间，忙碌
地采摘。

查看香菇品相，对接销售商……
青海召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周召荣马不停蹄地往返于车间
和大棚之间，手机铃声不时响起。“高
原的气候冷凉，病虫害少，恰恰适合
香菇、平菇等菌菇的生长，而且产出
的菇类品质好。”说话间，周召荣指着
一颗体型饱满、带有花纹的香菇介绍
道：“这就是花菇，它需要适度日晒才
能自然‘开花’，由于品相好而大受市
场欢迎。”

从刚开始几亩地的菌菇小温棚发
展到如今的规模化种植，一路走来，周
召荣既是湟中菌菇产业发展的带头人、
也是见证者。

先试先行先试先行，，成为食用菌产业成为食用菌产业““领头雁领头雁””

“一个平菇的菌棒 50 天可以采 3
茬，香菇的菌棒两个月可以采 5 茬，现
在我们的日产量能达到 3000 斤以上，
产出的食用菌部分销往青藏高原农副
产品集散中心，还有一部分销往重庆、
成都、上海等地。”说起食用菌种植周召
荣滔滔不绝。出生在重庆万州的周召
荣 1989 年来到青海，因为看好这里的

冷凉气候，可以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生
产，他就把老家种蘑菇的“手艺”带到高
原。看到周召荣种蘑菇收益好，周边村
民们纷纷来周召荣的菇棚里“拜师学
艺”，他就将自己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分
享给农户们。

“我们为种植户提供菌种及所需生
产资料，帮助大家进行产品销售，帮忙
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咨询和
信息服务。按照‘统一供种、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统一培训’的方式，如今，已
带动农户 120 户从事食用菌种植生
产。”周召荣说。

多年积累，李家山镇有了发展菌菇
产业的人才、技术以及市场优势，恰逢
湟中区委、区政府谋划发展“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之际，为切实改变以往“撒胡
椒面”式的投资模式和“单打独斗”式的
发展思路，2021年李家山镇以“党委引
导、企业运作”的新模式，注册成立西宁
市湟中区李家山农稷协作建设有限公
司，实施李家山食用菌产业发展项目，
并与菌菇领域专家周召荣合作，双方努
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优势的食用菌产
业样板。

据介绍，示范园在布局规划阶段，
流转了 20 余户农户的土地，年土地流
转费10.2万元，户均土地流转收入4000
元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累计带动务工
400 余人次，人均工资 5000 元以上；预
计示范园完全投产后，可带动120余名
劳动力实现增收；后续，示范园的净利

润将用于扩大再生产，扶持辖区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等。

聚焦产业发展聚焦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一颗颗小小的菌菇，如今已成为湟
中区助农增收致富的法宝，“公司成立
以来，有效带动了周边村民 140 人就
业，高峰时单日用工量达120人。”周召
荣说。

检查香菇生长情况、采摘成熟香
菇、按品相分类装箱，多名采摘工人正
在大棚内忙活。一位采摘工人说：“以
往没有固定工作，现在在家门口做采摘
工，每天收入一百多元，还能照顾家里，
真是一举两得。”香菇采摘工作技术门
槛低，工人经简单培训即可上手操作，
因此当地村民无论老少皆可胜任。

2023年初，我省印发《青海省食用
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明确提出青海省要做大做强现有
食用菌生产基地，辐射带动零星散户发
展，不断壮大平菇、香菇、双孢菇、杏鲍
菇、金针菇、鸡腿菇等为主的常规品种，
着力培育羊肚菌、大球盖菇、高原黄菇、
柴达木大肥菇、荷叶离褶伞、鸡枞菌等
为主的稀缺品种。通过三年持续发展，
全省食用菌规模稳步增长，品种结构更
加合理，菌种研发、种植、加工、销售全
产业链发展基本形成，产业整体效益显
著提升。

周召荣告诉记者，目前食用菌产业
发展以鲜菇生产为主，未来还计划扩大
生产规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精
加工产品；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发
品质更优的菌菇。同时，将以我省印发
的《青海省食用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 年）》为契机，进一步加
快步伐推动产业融合，品牌打造，合力
推进抱团发展，品牌建设和绿色有机农
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推动高原特
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小蕊 摄影报道）

诉源治理是以预防和化解纠纷为主要职能的司法工作
新方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延伸。“诉前调解”是诉源治
理工作开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什
么是“诉前调解”？它是如何进行的？相比诉讼程序，诉前
调解有什么优势？今天的法官说法为您说清楚。

一、什么是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是指法院立案受理前，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

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委派调解员或者调解组织
进行的调解。

二、诉前调解的优势有哪些？
1.程序灵活更高效。诉前调解的期限一般为一个月，

调解员或调解组织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性原则，可依托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在线调解技术，开展远程视频调解，精
简诉讼流程，更加灵活便捷。

2.节约成本更省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
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
日起 30 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是不收费
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远程调解，这
为不方便到法院进行诉前调解的当事人节约了来回奔波的
时间和金钱。

3.保护隐私不公开。诉前调解一般不公开进行，调解
过程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及商业秘密等不便公开的信息，调
解成功后若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或民事调解书也无需公
开，不上传到裁判文书公开网。

4.维护关系促和谐。诉前调解的显著特征即为化干戈
为玉帛，不似诉讼程序的剑拔弩张，调解员的居中调解沟
通，情理交融，可以使当事人有商有量不伤和气、理性平和
解决纠纷，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争执，更有效维护了当
事人关系和谐。

5.赋予强制执行力。诉前调解成功后可以进行司法确
认，与其他裁判文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调解后一方
当事人不履行义务，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三、诉前调解是强制的吗？
不是！诉前调解的基本原则为“自愿原则”和“合法原

则”。自愿原则即调解时要尊重当事人意愿，法院不得强行
调解、久调不立、久调不结。合法原则即针对调解协议的内
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

四、调解不成功的案件应该怎么办？
调解不成功的，将终止调解。由接受委派的调解员或

调解组织将相关调解材料移交法院立案庭，由法院立案庭
登记立案，转入诉讼程序。

五、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必须进行司法确认？
调解已经当场履行的案件，无需进行司法确认。达成

的调解协议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可以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
强制执行力。

六、哪些案件可以申请诉前调解？
（一）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纠纷；
（二）不违反归属地法院管辖的案件。
下列纠纷，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调解：
①小额债务纠纷；②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纠纷；③相邻

关系纠纷；④劳动争议纠纷；⑤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⑥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⑦其他适宜调解的纠纷。

七、哪些案件不得诉前调解？
（一）应当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

产程序解决的纠纷；
（二）当事人正在服刑的案件；
（三）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或管辖范围的纠纷；
（四）其他性质上不适宜调解的案件。
八、调解过程中是否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要求财产保全的，告知当事人联

系法院法官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符合条件由法院法官
负责审查。

九、调解过程中是否可以申请评估鉴定？
对于交通事故赔偿、医疗损害赔偿、工程造价等纠纷，

通过鉴定评估能够促
成双方调解的，经双方
当事人自愿申请且符
合法定程序，可以依照
相 关 规 定 申 请 鉴 定 。
委派调解中的鉴定评
估期间，不计入委派调
解的期限。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本报讯（记者 小蕊）成片的荒坡改
造成错落有致的壮美梯田，昔日跑水、
跑土、跑肥的坡地变为了保水、保土、保
肥的增收田。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今
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坡改梯
1.51万亩。

据悉，2023年全省在黄河流域计划
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3
项，坡改梯面积2.2万亩，修建田间道路
36.47 公里、排水沟 12.66 公里，涉及湟
中、互助、民和三县（区）3个项目区，总

投资 4400 万元。自 9 月底全面开工以
来，3个项目区水利部门及参建单位围
绕下达的工程建设目标任务，科学制定
施工计划，抓住秋收后施工黄金期，克
服今年入秋以来降水较往年偏多的不
利因素，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
前提下，合理安排机械和人员，倒排工
期，节点控制，压茬推进。截至目前，3
个项目区共完成坡改梯1.51万亩，完成
率已达69%，完成投资2685.66万元，完
成率为61%，工程建设正按预期目标有
序推进，有望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
项目建成后，将项目区比较零碎

的土地集中连片，有利于机械化种植，
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通过
坡改梯，降低了耕地自然坡度，在发生
暴雨、洪水时极大地减缓了水流速度及
冲刷强度，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在保土、保水、保肥、保产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深受项目区群众的欢迎，
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啸宇）我省相关部门
近期对全省各大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
政府定价旅游景区（点）门票及景区内
交通运输服务价格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了检查，发现部分景区依然存在门票及
交通运输价格定价不规范、越权定价等
问题。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
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我省近
日就做好旅游景区价格管理有关事项
下发通知，明确对游客投诉较多、价格
水平较高的景区，要严格规范定价成
本，降低偏高价格。

通知明确，要严格景区价格管理，规
范政府定价行为。各地要对本地区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和景区内交通运输价格等
进行全面梳理自查，按照有关规定，对于
越权定价、定价文件到期、定价标准不一
致等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同时，降低景
区偏高价格，坚持依托公共资源建设的国
有景区公益属性，将景区门票定价成本严
格限定在维持游览区域范围内正常运营
所需支出，将景区内重要交通运输服务价
格纳入政府定价管理。并进一步规范景
区价格行为，所有景区严格落实明码标价
规定，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项门票
价格之和。各景区内提供的配套服务项
目，应由游客自愿选择，不得与门票等捆
绑销售或强制购买。

在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的同时，
各地要全面开展排查整治，重点围绕景
区门票以及景区内交通工具等收费项
目是否依法依规纳入政府定价管理，价
格是否合理，景区内商品和服务价格是
否偏高等进行全面排查。

省发展改革委还就青海湖景区交
通运输等旅游服务经营项目价格及有
关事项作出进一步规范，明确景区各游
览参观点内缆车、观光车、游船等经营
服务项目，要依照有关规定采取招标、
招商等方式公开、公平确定经营者，引
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水平，保障服务
内容和质量。

周召荣：湟中菌菇产业带头人
不花钱打官司就能解决纠纷，

法官建议“诉前调解”

徐婷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副庭长，四
级高级法官。

我省进一步加大旅游景区价格管理

我省完成坡改梯1.51万亩

本期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