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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果市四塘镇印山村调委会成员正在调处一起发生在该村河池屯的林地纠纷。
李萍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
越多的人会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来处理
自己的合法财产，遗嘱在继承权纠纷案件
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姜春玲介绍，北京
地区各级人民法院近三年共审结涉遗嘱
纠纷案件 6328 件，约占全部继承纠纷案
件的 10.67%。

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涉案遗
嘱出现形式瑕疵导致纠纷情况较多，此类
案件在继承权纠纷案件中占比较大。无论
是大家熟悉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是最
近几年出现的打印遗嘱、录像遗嘱，都需要
满足一定形式要求方可生效，当事人在制
作遗嘱时，如果忽略形式上的必要条件，遗
嘱就存在无效风险，这一点值得公众关
注。其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往往
质疑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并提出
笔迹鉴定申请，此类案件启动鉴定程序的
比例高，导致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第三，遗
嘱继承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矛盾突出，调解
意愿不强，案件调解难度大。

遗嘱到底如何订立才有效？记者近日
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昌平
区人民法院收集了 3 起具有参考意义的涉
遗嘱纠纷案件，并采访法官对案件进行解
析，通过以案说法帮助读者了解订立遗嘱
的相关法律知识。

打印遗嘱须有手写签名及日期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高某与王某系夫妻，双方
共同生育两子，后协议离婚。2011年，高某
与吴某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未共同生育子
女。高某于2021年7月死亡，吴某和高某两
子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因此起诉至法
院。吴某向法院提交打印遗嘱，载明立遗
嘱人高某去世后，属于高某的全部财产权
益由妻子吴某继承。该遗嘱中“立遗嘱人”
处有高某的签字及捺印，“代书人”处有张
某的签字，“见证人”处有张某、严某的签
字，立遗嘱人、代书人和见证人均未注明
年、月、日，遗嘱上载明的“立遗嘱时间”也
是打印字体。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吴某提交的遗嘱
内容来看，遗嘱中除了立遗嘱人、见证人、
代书人的签名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字体，
涉案遗嘱定性为打印遗嘱。但该涉案遗嘱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打印遗嘱形式要件，属
于无效遗嘱。

法官介绍，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并手签年、月、日。
由于打印遗嘱的字体是电脑字库中保存的
字体，不同于传统的手写体，不能使用传统
的笔迹鉴定方式来确定遗嘱内容是否为立
遗嘱人所写，为保证打印遗嘱的内容体现
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不至于被他人伪造、

篡改，所以民法典对打印遗嘱作出详细规
定，并明确了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要求。

录音录像遗嘱须一镜到底不
可剪辑

昌平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涉录
像遗嘱的纠纷案件。据悉，刘某与王某系
夫妻，两人育有 5 名子女，并有一套房产。
两人去世后，5名子女因对房产等遗产分割
存有争议诉至法院。

庭审中，刘五（化名，即被继承人刘某
第五子）提交视频欲证明全家人曾一致同
意王某由其赡养，二老的房产由其单独继
承。其他子女称，当时同意房子归刘五的
前提是由其赡养王某，但刘五并未照顾过
王某，所以不同意按照上述方式进行分
割。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刘五提交的视
频并无见证人在场，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
的形式要件。法院结合案件情况，最终判
决涉案房产由刘五继承，刘五支付每名兄
弟姐妹房产总价五分之一的折价款。

法官表示，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
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
的见证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见证能力，并且
与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制
作录音录像遗嘱时，立遗嘱人应清晰说出
自己的姓名，详细叙述遗产分配意愿及其
他相关事项，还需说明制作录音录像遗嘱

的具体地址和日期、时间。立遗嘱人、见证
人的影像不能模糊，录音录像要保持全程
录制、一镜到底，避免分成几段拍摄，也不
要进行剪辑和拼接。

应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
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保留遗产份额

遗嘱虽然自由，但是也会受到一定限
制。昌平区居民杨某与唐某婚后育有二
子，夏某是杨某的母亲，杨某父亲已先于
其去世。2019 年 9 月 27 日，杨某自书遗嘱
一份，遗嘱上有杨某和两位见证人的签
字，内容为杨某名下的房产、汽车、存款、
现金由唐某继承。杨某去世时，夏某已 82
岁，杨某大儿子 20 岁、小儿子尚未成年。
因未就杨某名下房屋分割份额达成一致，
唐某和杨某的两个儿子将夏某诉至昌平区
人民法院。庭审中，杨某的大儿子表示放
弃继承遗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应当给年迈丧
失劳动能力、依靠其生活的母亲夏某及未
成年的小儿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不
能完全按照杨某所留遗嘱分割遗产，应当
在为夏某、小儿子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后，
剩余部分按照遗嘱确定的分配方式处理。
最终，法院判决唐某在继承房屋后，向夏某
和未成年的小儿子支付折价款。

法官提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遗嘱应
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必留份”制度适
用对象是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限定为
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且继承人需同时具
备“缺乏劳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
条件，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
护。如果遗嘱没有为上述条件的继承人保
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么在处理遗产时，法
院将直接从遗产总额中扣减一定份额交予
这类继承人，剩余部分才可按照遗嘱分配。

普法课堂

如何订立遗嘱才有效
——法官解析3起涉遗嘱纠纷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如何有效化解复杂多样的乡村纠
纷？扎根村屯的基层调解员们最有发
言权。

“我们社区曾有居民在楼顶上养了
一群鸡，邻里之间为此事闹意见，物业公
司一介入，物业纠纷又出现了。”广西壮
族自治区平果市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委
员会副主任、社区调解员陆海东介绍，该
社区是新安镇最大的农村易地搬迁安置
社区，邻里纠纷、物业纠纷突出。

“毗邻开发区给我们村带来不少实
惠，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纠纷。”新安镇
布思村党委书记、村调委会主任黄辉介
绍，自从该村部分土地因建设工业园区
被征用后，矛盾纠纷的类型也发生了变
化，施工纠纷增加。“我们村林地面积是
耕地的 3倍，80%的基层矛盾都是林地纠
纷。”平果市四塘镇印山村治保主任、村
调委会成员李寿勇说，林地纠纷调解不
易，难点是如何划分界线。

平果市有183个村（社区），基层矛盾
纠纷呈现类型多样、内容复合等特点，其
中农村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典型传统农
村以及工业园区附近乡村 3 类农村的特
征鲜明、矛盾纠纷特点突出。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化解不同的纠纷要因地制宜
适用不同调解手段。扎根基层的调解力
量如何做到对症下药有效化解基层纠
纷？当地又出台了哪些政策提高调解质
效、调动基层调解力量积极性？近日，记
者走进平果市诸多乡村寻找答案。

农村易地搬迁安置社区：
邻里矛盾物业难当，基层

调解治陋习

吉祥社区居住着从平果市 12 个乡
镇各村搬迁过来的农民，是典型的农村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共有 2298 户 9000 多
人，其中 40%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陆海东已经在该社区工作了 4 年，他认
为，吉祥社区基层纠纷的主要诱因是居
民以往的生活习惯尚未改变，“有一些
在农村很日常的生活习惯，平移到社区
就会引起纠纷。”

2023 年 10 月，60 岁的居民潘某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诉苦说物业公司不作
为，要求服务中心介入处理物业纠纷。

“我种的菜让邻居们偷了，物业公司不管
还要清理我的菜园子。”老爷子情绪激
动。然而，陆海东一看潘某的菜地却为
难了，潘某把菜种在社区绿化带内。“大
爷，这是公用地不能当自家地。”潘某一
脸疑惑，“这么好的地，撂荒不可惜吗？”

“要是邻居们都在绿化带种菜，社区不成
菜园子了？”在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苦
口婆心地劝说下，潘某从不服到妥协，最
终点点头，眼巴巴地看着菜园子被清
理。“类似这种物业纠纷隔三岔五就会冒

出来一起。”陆海东说。
记者在吉祥社区的基层矛盾纠纷调

解档案中看到，居民在家养鸡养鸭也会
成为纠纷“导火索”。有的居民扎了笼子
放在自家阳台上养鸡鸭，还有人直接将
鸡鸭放养在楼顶，这些家禽产生的噪音
和异味常会引起邻居们反感，物业工作
人员一出马又会引发物业纠纷。此外，
因居民在楼道喝酒猜马（方言，意为划
拳）、在公用地倾倒垃圾、高空抛物引起
的邻里纠纷以前也不少见。随着党群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入户宣传和多次纠纷
调解，近两年才逐渐减少。

陆海东介绍，吉祥社区 54 栋楼房被
划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网格长和
网格员。一旦群众发生矛盾纠纷，可与
网格员联系，网格员会介入调解纠纷；网
格员解决不了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调解员就会出马调解。

“搬迁社区的矛盾纠纷与传统农村
不同，大家都来自不同的乡镇村庄，生活
习惯各异，社交圈开放，人口密集。在其
他村庄被当作调处主力委以重任的宗族
长者、耆老在这里作用不大。我们社区
的调解员队伍由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组成，都是懂法律知识、有文化的年轻
人。有时候还得靠一点小智慧，比如，居
民在楼顶上放养鸡鸭这件事，自从我们
引入了楼顶光伏板项目后就再也没发生
过了。”陆海东笑着说。

工业园区附近村：
矛盾纠纷类型杂，因事制

宜效果好

新安镇布思村毗邻工业园区，全
村辖 16 个自然屯。“2020 年，我们村部
分土地被征用建设工业园区，村里的
纠纷类型发生变化，不仅农村常见的
耕地权属纠纷、相邻权纠纷等依然存
在，还出现了一般农村不常见的施工

纠纷。”黄辉介绍。
为了及时化解纠纷，布思村成立调

解委员会，黄辉任主任，另外还有 4 个调
解员和 1 个警务协助员。“在自然屯发生
的矛盾纠纷，各自然屯的‘屯长’要先介
入调解。如果处理不了，我们调委会成
员就要接手了。”黄辉介绍。

今年4月，58岁的村民廖某和拓宽楞
烦屯道路的施工人员吵了一架。原来，
廖某从十几年前开始占用村里的水沟种
庄稼，此次施工方案中，这条水沟被划入
拓宽的路面内。廖某认为对方占了自己
家的地，因此发生纠纷。然而经核实确
认，争议地块不是廖某家的。“这块地我
辛辛苦苦种了十几年，现在地里还有庄
稼，总得给我个说法。”廖某拉着赶到现
场的黄辉说。

“拓宽道路的工程造福屯里所有人，
不能因你耽搁了。”黄辉对廖某晓之以
理，“屯长”在另一边也和施工方进行了
沟通协商。最终，施工方微调了作业方
案，只占用了部分争议地块，廖某可以继
续耕种剩下的地块，双方签订了调解
协议。

今年8月，板凶屯也发生了一起施工
纠纷。在园区施工的工人拔了村民种植
的一亩多玉米青苗，并把土地填平，种玉
米的 4 户村民急了。“屯长”劝不住，只好
通知村调委会介入。调解员先安抚双方
情绪，及时向相关部门调取档案，证实施
工方错误划定施工范围。经过调解，施
工方向村民赔偿 2600 元的损失，成功化
解纠纷。

“我们村的纠纷类型复杂，处理本村
纠纷时，老支书、老党员、老村民组长们
说话有分量；调解施工纠纷、外来人口租
房纠纷就得讲法律、摆事实，甚至要拿出
有效的依据，老资格不顶用。针对不同
的纠纷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量体裁衣、
因事制宜。”黄辉表示。

传统农业村：
林地纠纷占比高，调解员

分辨边界有妙招

四塘镇印山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
村，村里有林地 16270 亩、耕地 5116.63
亩。“我们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林地，林
地纠纷是我们村最主要的矛盾纠纷类
型。”李寿勇介绍。

印山村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档案记
录了大量林地纠纷详情以及调解过程。
比如，今年 3 月，住在河池屯的李某良到
村调委会反映，他十几年前在山上种植
了杉树和桉树，最近，他发现同村人李某
用在邻近地块种树，不仅越界占用了他
家一亩多林地，而且砍掉了他种的树。
第二天，李某用也到村调委会告状，指责
李某良将他刚刚种下的桉树苗拔掉了。
此案争议焦点是两家林地的边界到底在
哪儿？为了查明事实，村委会副主任、调
委会成员李康会和李寿勇等人一起到现
场查看。经过核实，当事人双方和调解
员现场确认越界的是李某用。“十几年以
前划定的边界，我现在印象不深了，不是
故意的。”李某用不好意思地说。双方明
确了林地界线后握手言和。

那么这条边界是如何划定的呢？“老
一辈人有自己的林地分界方式，最常见
的是在边界上挖出一条沟，隔两三米埋
一块石头作为记号，我们一般先找界沟
和界石。另外，每户种植树木的树种、
间距、排布都有差异，可通过仔细观察
来分辨界线，每户种树的时间也有可能
不同，树龄也有差异。总之，我们解决
这类事情经验丰富，总能找到那条消失
的界线。”李寿勇表示。

印山村党委书记李国司介绍，该村的
每个自然屯都有一个屯级党群理事会，由
本屯的党员、有威望的村民组成，一般5至
7人，主要负责调解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
意。屯级党群理事会调解不了的矛盾纠
纷就上交到村调委会，李国司就是村调委
会主任，该调委会另外还有 3 名调解员。

“我们村的纠纷基本上能在本村化解，尤
其是调解林地纠纷，这是我们调委会的长
项。”李国司乐呵呵地说。

平果市委政法委书记秦运德说，扎
根村屯的基层调解力量化解了大部分基
层矛盾。为了激励基层调解员，平果市
将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作为日常考核的一
项重要指标，严格落实“以案定补”的相
关政策，对矛盾纠纷调处数量高、社会效
果好的调解员予以奖励，2023 年共发放
奖励金 5.75 万元。同时，为了进一步强
化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该市在 12 个
乡镇创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引入专业调解力量兜底解决村屯调解力
量未能化解的矛盾纠纷。2023 年以来，
通过“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共受理
各类矛盾纠纷5672件，化解4950件。

对症下药开良方
——广西平果市基层调解巧化乡村纠纷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敬慈

霜降过后，在重庆市忠县新立镇官坪
村的一片平坦农田上，村民们正忙着翻土
整地、播种油菜。“一年前这里还遍布着废
弃的建材、垃圾，如今农田复垦成功，‘蛙
田’也重新变回了良田。”忠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张骏说。

2023 年 12 月底，忠县人民检察院在
日常巡查中发现官坪村的一片农田上布
满了大大小小的废弃蛙池。

经核实，该地块属于永久基本农田。
2021年 6月，重庆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
忠县某股份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出让合同，租用该村的 100亩土地经
营蛙菜共生项目。后该公司在这片土地
上新建 200口蛙池，在周边播撒菜籽开展
种植，并建设、安装了配套设施。2023 年
11 月中旬，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关门歇业，
但未拆除牛蛙养殖设施，导致“蛙田”荒废

至今。据介绍，该公司虽然与村里签订了
土地承包合同，但并未办理用地手续，土
地持续被非法侵占。经第三方公司现场
测绘，菜地、蛙池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共占
用基本农田43.6亩。

为抓紧时间修复土地，2024年1月14
日，忠县人民检察院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的行政部门和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依法履行土地监管职责，对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设施拆除、杂物清理、蛙池覆土……
在多方监管和督促下，经过连续 2个月的
施工，该养殖基地侵占的农田已全部整改
完毕，达到复垦条件。

今年 4 月 2 日，忠县人民检察院在官
坪村召开整改效果公开听证会。会上，镇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被侵占的农田已全部
复垦，且已纳入 2024 年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项目。4月24日，该片土地顺利通过
复垦验收。

重庆忠县

检察建议助力“蛙田”变良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敬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对
两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件作出
终审判决，两案均涉及无性繁殖授权品种，
因品种权人在尽到举证责任方面存在差
异，导致两案裁判结果大不相同，该两案对
于引导品种权人有效维权具有积极意义。

在“红运来”凤梨品种侵权案中，品种
权人上海某植物公司对被诉侵权待测样品
尽到了举证责任：授权品种的标准样品保
存在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上海）分
中心，确保了被诉侵权种苗具备良好活
性。同时，上海某植物公司对于被诉侵权
种苗的购买、接货、封存以及拆封换盆、再
次封存等过程均进行了公证，能够证明被
诉侵权种苗来源于被告广州某农科公司，
所涉种苗与侵权行为具有关联性，从而通
过鉴定证明了被诉侵权种苗属于授权品种

“红运来”的繁殖材料。最终，上海某植物
公司赢得二审胜诉，并获得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107.5万元的高额赔偿。

而在“露辛达”马铃薯品种侵权案中，
品种权人皇家 H 某公司未尽举证责任。
由于品种权审批机关因历史原因没有保
存该授权品种的标准样品，皇家H某公司

指派该公司的被许可人刘某策向河南某
检测公司提交“露辛达”对照样品用于同
一性检测。然而经审查，皇家H某公司不
能证明刘某策邮寄给河南某检测公司的
繁殖材料样品与“露辛达”品种相关，且刘
某策拒绝二审出庭作证，其在二审出具的
承诺函不具有可信度。最高法知识产权
法庭认为，由于皇家H某公司未尽举证责
任，各证据之间缺乏相互关联、未能相互
验证，无法构建一致且具有逻辑性的证据
链条，故河南某检测公司出具的检验报
告不具有证明力，二审改判驳回皇家H某
公司的诉讼请求。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提示，在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案例中，当事人主张品种权被
侵害的，应尽举证责任，采取合理措施固
定被诉侵权物，确保证据链条清晰、完整，
以证明被诉侵权物与被诉侵权行为具有
关联性。同时，鉴于被诉侵权物往往为种
子、种苗等具有活性的植物材料，其与授
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或者特征、
特性的不同是否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等技
术事实的查明，往往需要通过委托鉴定等
方式进行，因此权利人对于被诉侵权物应
妥善采取保藏、种植等方式，以确保种子、
种苗符合鉴定要求。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提示

品种权人应注意尽到举证责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20多年前村里兴办洗金厂，当时村民
们都盼着能给村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是做生意不能蛮干，要致富更要绿
水青山，后来听从政府安排忍痛停办洗金
厂。现在这个厂已经停了十余年了，一直
闲置着多可惜。”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周潭
镇大山村的村民时常这样惋惜地议论。
20世纪90年代，大山村通过招商引资兴办
洗金厂，后因响应环保号召停办，又因资产
处置问题导致该厂土地一直闲置至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山村党支部
书记章江义下定决心从这件事情干起，让
老一辈村民不再遗憾。2023年 8月，大山
村部分村民代表与洗金厂老板严某商议
处置厂内资产时，因厂房租金和资产处置
问题发生争议，双方不欢而散。

事后，严某多次到政府部门讨要说
法，称当初投资办厂时他为大山小学建设
捐款捐物。虽然当初办厂时没有签订租
地协议，但当时也没有村民反对，现在要
他处置厂房资产归还土地，那就必须要进
行补偿。

为了保障严某的权益，大山村及时聘
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厂内资产进行
评估。经现场评估认为，该洗金厂房屋、
围墙等附着物因年久失修，已无法评估资
产价值。村里将评估结果当面告知严某，
严某表示接受并认可评估结果。

大山村在化解矛盾纠纷时，邀请老党
员、老专家（老村干部）、老教师、老战士、老
模范等“五老人员”参与调解，他们见识广、
威望高，在调解中能发挥很大作用。同时，
这些人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见证过大山
村的发展，与严某较为熟悉。通过聊家常、
谈过往，积极协助做好严某的劝导工作。

为防范矛盾升级，村委会多次与严某
当面沟通。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村里提出
应将厂房土地进行公开招标，谁中标谁就
按照规定缴纳租金，但严某要求对厂内资
产进行补偿后才能进行公开招标。村里
通过反复与严某沟通交流，严某最终放下
芥蒂，表示积极支持村里建设发展，愿意
主动放弃洗金厂资产，把土地归还给村委
会，这一历史遗留的土地纠纷问题得到化
解。目前，大山村正通过规划将该土地进
行重新利用，盘活闲置资产。

安徽铜陵市大山村

用好情与法 共商解纠纷

近日，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潘口派出所等单位来到潘口乡中学开展普法
进校园活动。检察官、公安干警通过以案释法、有奖互动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引导学生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图为检察官在与学生互动。

王定生 摄（来源：大国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