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干物燥，小心火烛”。秋季是森林火灾高危期，中秋节前不少地方有祭祀、祭祖
习俗，每年因祭祀烧纸燃烛、不规范用火等引发的火灾屡有发生，一次不慎，毁林一片，
后悔一生。

案件1：祭祀烧纸引发山火
2019年7月16日，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
2018年3月22日，陈某携带打火机、祭品以及蜡烛、纸钱等到上杭县官庄畲族乡新

风村“对门山”山场扫墓，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纸钱，点燃的纸钱因风大被吹到山
场上点燃杂草引发森林火灾。经鉴定：过火有林地面积65.72亩，烧损马尾松计立木蓄
积106.3026立方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567.24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森林保护法规，在未办理野外用火许可手续及
未采取有效防火措施的情况下，擅自野外用火，过失引起森林火灾，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充分，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案发后，被告人陈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陈某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酌
情从轻处罚。

案件2：烧稻草引起森林火灾
2019年8月13日，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2019年1月28日，黄某在上杭县南阳村“黄麻凹”山场山脚下清理自家耕管的农田

时，使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烧田中稻草堆，点燃后即离开现场回家。后稻草堆的火引燃
田坎上的杂草，蔓延至山上引起森林火灾。经鉴定：过火有林地面积151亩，烧损马尾
松39260株，计立木蓄积165.9112立方米，林木直接经济损失价值人民币17420元。案
发后，黄某支付扑火费用及赔偿损失34483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违反森林保护法规，在政府发布禁火令期间，擅自在
其耕种的农田上燃烧稻草堆，引发附近山场森林火灾，致使集体森林资源遭受重大损
失。被告人应当预见林区野外用火可能引发森林火灾，却因疏忽大意而造成森林火灾
事故的发生。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失火罪。被告人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同时支付扑火费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在庭审中具有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官提醒：
森林防火无小事，切勿抱存侥幸心。根据我国刑法，犯失火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外，火灾造成损失的，
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陈立烽 罗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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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火烧山获刑罚
秋季防范莫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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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鲁南乡村花椒喜获丰收。为切实做好花椒采摘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
工作，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交警大队民警走进田间地头，结合辖区交通
事故案例，向采摘花椒的村民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电动
车随意横穿马路带来的危害，提升群众文明出行和交通安全意识。图为民警在花椒树
下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张雷 摄

□□ 张耀西 胡传军

“老范，我今天来找你，请帮我处理一下
家庭债务……”8 月 20日，在江苏省泗阳县

“范光辉调解工作室”内，里仁乡朱家圩村的
张某刚一落座，就向老范诉说父子之间的

“经济纠纷”。
张某说话的当儿，又来几个人敲门找老

范。老范为何这么“吃香”，为何大家遇到
“麻烦事”都爱找他？范光辉今年 78 岁，退
休 17年来，热心义务普法和司法调解活动，
他的“范光辉调解工作室”，每年为群众义务
调解纠纷近 30起。他总结的调解民事纠纷
的“老范工作法”，因好用、管用、实用而引来
不少单位借鉴学习，“范光辉调解工作室”也
因此获得“全省金牌调解工作室”称号。

用心调 心到矛盾解

“倾诉你的心声，解开你的心结，诉说你
的心烦，理顺你的心境。”挂在“范光辉调解
工作室”墙上的条幅，每句话都有一个“心”
字。范光辉笑言：“调解矛盾，必须用心。”

今年1月，临河镇何庄村90高龄的石老
太，步履蹒跚走进“范光辉调解工作室”，诉
说与子女的赡养纠纷。范光辉接案后，多次
与石老太的 6个子女沟通，边了解情况边做
工作。调前准备工作做好后，范光辉把石老
太的子女和儿媳叫到一起调解。

大家坐好后，老范并不急于谈赡养问

题，而是问道：“老太太，你面前这三个儿子、
三个闺女都是不是你亲生的？”“是的。”“有
没有哪个是你抱来拾来的？”“没有。”问完石
老太。老范又问：“你们三兄弟三姐妹，面前
坐着的老太太是不是你们的亲生母亲？”“是
的”。“既然是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
抚养大，她现在抱不动你们了，你们能不能
过来拥抱一下老母亲？”范光辉话毕，三兄弟
和三姐妹都走到母亲跟前，与母亲紧紧拥抱
在一起，现场气氛顿时温馨起来。范光辉见
火候已到，开始讲起婚姻法和弟子规，提出
自己的调解方案，兄弟姐妹当场签订了赡养
协议。事后，老范又多次回访。石老太高兴
地说：“孩子们都变得孝顺了。”

用力调 力到纠纷消

老范的胸前，每天都佩戴着一枚金光闪
闪的党徽。党徽的背后，见证了老范的退而
不休、老有所为和无私奉献。对于调解，老
范常说：“能使百分力，不使九十九。”

2016年，江苏沭阳县一花木大户陈光军
给泗阳县沈某的企业做厂区绿化，不料沈某
的企业倒闭了，陈光军的钱也打了水漂。就
在他讨债无望的时候，有人给他出主意：“你
找老范，准成！”

老范听了案情后，主动了解沈某信息，
并与沈某通了电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个多月的忙碌奔波，老范终于从沈某处捧
回 1.3万元钱款。此后，老范又帮陈光军讨

回另两笔债款。陈光军感激之余，给老范送
来一面“倾情化解、大爱无疆”的锦旗。

老范清楚，到他这儿求助的，都是遇到
难题的，只有下大力气，才会有好的效果。
吕某与某机关发生债务纠纷，屡次到南京、
北京上访，甚至做出一些过激举动。老范介
入调解后，仔细研究纠纷的来龙去脉，弄清
吕某的债务诉求。经过半年的协调，终于使
吕某部分债权得到偿还。至此，吕某息访并
安心创业。

用情调 情到万事和

俗话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民
事纠纷要耐心细致做工作，做到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去年 7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到
“范光辉调解工作室”：“请你救救俺家，俺家
快散了！”老太太家姓周，为方便孩子读书，
周家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就在一家人
安心过日子的时候，周老太的儿子因生意亏
了 20多万元，儿媳小慧因此要和丈夫离婚，
丈夫被急出病住进医院。小慧在丈夫看病、
孩子读书、房贷要还等多重压力下，提出要
卖房子还账。

老范听后，认定这起纠纷的关键是小
慧，把她工作做好了，调解就成功了一大
半。第二天，老范提着香蕉、苹果和一箱牛
奶来到周家，小慧一看老范拎着礼品上门，
内心备受感动。特别是老范一番破云开雾

的指点，让小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小慧
说：“我听您的，房子不卖了，婚也不离了。”
从此，周家的欢笑声又回来了。

“把当事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把当事人
的事当作自己的家事，就没有调解不了的纠
纷。”这句话，范光辉常常挂在嘴边。

用法调 法到正义伸

熟悉老范的人都知道，他做事爱较真。
为了不说“法”外话，老范自费参加苏州大学
法学院自学考试。老范说，调解纠纷，讲情
讲理，更要讲法。

高渡镇许庄村原村委会主任徐正洋因
借款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他感到冤屈：“我
当时干村主任，为了完成‘一道费’，村里向
薛某借钱上缴……现在我不干村主任了，薛
某凭什么起诉我？”老范说：“你要能拿出证
据证明借款是你职务行为而不是你个人行
为，我就能帮你调解。”在老范努力下，双方
最终达成和解。

用心调，用力调，用情调，用法调，“老范
工作法”以极高的成功率、满意率，赢得了人
们的赞许。“有事找老范，老范帮你办。”如
今，已成为泗阳人的“口头禅”。

2018年，范光辉被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
部授予“最美法治人物”荣誉称号。老范在
调解纠纷的同时，还走乡村、进校园、到企业
开展义务普法宣传，累计义务普法 200多场
次，普法对象超过25万人次。

有事找老范 老范帮您办
——退休干部范光辉用四步工作法义务调解纠纷17年

纠纷调解

□□ 杨朝清

为了防止鸟类啄食地里的西瓜，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一位瓜农在西瓜
地里架设了5副丝网捕鸟，民警现场查获13只死去的野生鸟类。最终，
该男子因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3个月。

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传统观念里，农民为了防止鸟类“偷
吃”围网捕鸟，似乎合情合理，没有不妥。然而，“瓜农设网捕鸟被判刑”
犹如一面镜子，提醒和启示我们——即使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老经
验、老办法，也不见得都契合法律规范；如果不能打破思维定式、行为惯
性和路径依赖，不仅会给野生动物带来伤害，也会让“无知无畏”的自己
接受法律的规训与惩罚。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
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野生动
物保护需要增强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避免鸟
类啄食西瓜，设网捕鸟固然成本低、见效快，却对野生动物带来了巨
大伤害。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法规，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或未按特许猎
捕证规定猎捕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猎
捕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 1000元至 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瓜农设网捕鸟被判刑”并不是无的放矢，
而是有着法律依据。

在经典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山东省沂源县杓峪村的农民
杜深忠和妻子张兆珍辛苦大半年的玉米棒子让獾子吃了不少，张兆
珍心疼不已，认为应该下药把那些獾子毒死。作为乡村里的“文化
人”、家庭经济困难的杜深忠却说，獾子是野生保护动物，糟蹋点玉米
就让它们糟蹋吧。为了在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激励和回报，为了实现

“增产又增收”，许多农民像张兆珍一样将野生动物视为“敌人”，像
杜深忠一样具有生态保护意识、有着自己丰盈精神世界的农民，终究
还是太少了。

一边是农民种植西瓜不容易，渴望减少损失；一边是野生动物
需要保护，不能任由农民用“老办法”来伤害野生动物。避免鸟类
啄食西瓜作为一种正当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原罪，却不能采取剑走
偏锋的做法。设网捕鸟固然易于操作，但对鸟类的伤害却是难以
挽回的。

不论是编织“稻草人”，还是增加到田间地头巡逻的次数，这些做
法固然有一定的效果，却难以长久，通过科技创新既保护野生动物也兼顾农民的利
益诉求，才是治本之道。避免“瓜农设网捕鸟被判刑”再次上演，既需要农民的传统
观念与时代接轨，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为农民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驱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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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雅 文/图

“洪广镇，抓普法；广宣传，大弘扬；宪
法好，是母法；合同法，君子法；交通法，要
平安……”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常信乡文
体广场，由常信司法所主办的法治文化大
舞台节目开演，小品演员开场的“普法三
字歌”赢得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

乡村振兴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保
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重要基础。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
程中，全国40513个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
机关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扎
根基层、贴近群众，承担着化解矛盾纠
纷、开展普法宣传、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开展社区矫正等职能，在推进基层法治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全国司法所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宁夏召开。记者聆听了来自各地代表
的经验，并深入基层，看新时代司法所工
作是如何献力新时期法治乡村建设。

法治宣传进乡村，范围广

“普法三字歌”朗朗上口，唱得都是
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宪法、婚姻法、土地承包法、交通法……
应有尽有，“三字歌”的作者是贺兰县欣
荣村党支部书记虎久桐。

虎久桐1988年进入贺兰县司法局工
作，1996年担任司法所所长，他也是贺兰
县司法局在基层任职时间最长、轮换乡
镇司法所最多的司法所所长。凭借多年
的乡镇司法所的工作经验，虎久桐对于
乡村法治工作形成了一套特别工作法，
他说：“向农民宣传法律，就要将真情融
入法律打动群众，以亲切和蔼的态度让
群众感到温暖。”卸任后，他担任了贺兰
县欣荣村党支部书记，继续发光发热。

除了村民要知法、学法、懂法以外，农
民工群体对于法律文化也有很大需求。
从2012年4月开始，银川市大武口区星海
镇司法所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在劳务市场
设立了“一小时法律早市”咨询台。每天
早上，利用务工人员等工作间隙进行法律
宣传，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通过讲解
法律援助、婚姻家庭继承、劳动争议、民事
侵权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
和“遇事找法”的良好习惯。

宁夏 243个司法所全部达到区级规
范化标准。“准确把握‘依法治理’定位，
把司法所打造成为法治乡村建设的‘助
推器’，承担辖区内法治宣传教育的策
划、组织和实施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司
法所开展法治宣传 1.6万余次，宣传受众
达62万余人次。”宁夏司法厅党委书记冯
自保说。

司法所服务基层群众，是乡村法治
建设的重要载体。在重庆，司法所工作
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
调解员等专业力量，与高校法律专业师
生等辅助力量正在形成合力，广泛组织
开展以案说法、法治院坝会、普法故事
会、庭审进乡村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2019 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贫困
村更需要法治宣传。广西壮族自治区司
法厅正在打造“精准发力，爱心帮扶，法
律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活动，明确贫
困村法治宣传率100%的目标。通过以局
包村、以所包屯、以人帮户等方式，做到
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加强贫困村法治宣
传阵地建设，建立一村一法治文化场所、
一村一法律图书室，将法治宣传册、法治
专题片及法治微电影送进贫困村，送到
贫困户手上。

人民调解促和谐，效果好

农耕文明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农村形
成了“熟人社会”关系网，“人熟好办事”

“凡事靠关系”的理念在传统农村社会盛
行。然而，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接触

“陌生人社会”，以及法治宣传不断进入
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在面临纠纷时选
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然而，在现代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很多本来是邻里间的小纠纷、小矛盾，
却来到法庭，原被告各坐一边后，无论官
司是输是赢，双方心里都有了“疙瘩”，从
此不相往来，弄得“两败俱伤”，这就需要
人民调解的不断介入。

当事人小郭、小杨是常信乡于祥村
村民，双方于 2017年 8月离婚，但是对家
庭承包地归属问题却未达成一致意见。
一天，小郭回家拿自己的衣物时，与小杨
发生冲突，造成小郭受伤，住院产生医药
费10516元。病好后，小郭找到司法所咨
询，想将两事一并解决，要求小杨赔偿受
伤损失 2.5 万元，此前家庭承包地中的 3
亩归自己。

司法所工作人员王学山请来村法律
顾问王增娣一起对案件进行分析，又将
小杨和小郭请到司法所，对双方进行了
劝解、教育。后在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小杨给小郭赔偿受伤损失 2 万
元，每年给小郭3亩家庭承包地的流转费
1800元，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后来在回访中，小郭高兴地说，“自
从离婚后心情就没有好过，经过司法所
的努力，将土地及受伤费用的事情都解
决了，感觉现在生活又有希望了。”小杨
也表示，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细心沟通和
教导，令他心服口服。

常信乡所在的贺兰县共有 119个人
民调解委员会，其中乡镇调委会 7个，村
居调委会 76个。今年以来，司法所指导
各级各类调委会共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178次，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20件，调处
成功 595 件，调处成功率达 96%，获得辖
区内村民一致好评。

深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将人民调解书写在广袤农村大地上。按
照全国司法所工作会议和全国调解工作
会议的工作部署，全国司法所认真落实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
三年行动方案》，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发
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

公共服务到指尖，速度快

在全国司法所工作经验交流会上，
很多地区代表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发挥
科技引领作用，加强司法所信息化建
设，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统筹
发挥司法所基层法律服务主阵地作用”
的理念。

内蒙古自治区地广人稀，人员居住分
散，特别在牧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均
衡，偏远地区牧民获得法律服务难，据介
绍，最远的群众距当地司法所的距离超过
160公里。据此，内蒙古司法厅党委决定
用信息化手段破解司法所工作的“痛点”

“堵点”“难点”，利用科技破解“距离远”的
问题。经过调研，最终确定用 4K智能机
顶盒公共法律服务电视终端为偏远地区
牧民提供法律服务，率先实现“律师入
户”，为全区280万户居民提供不出门的法
律服务。目前，使用点击量已达 1.7亿人
次，通过视频为96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

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法律服务能力。
江苏省正在构建县、乡、村三级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和“一村一法律顾问”服
务，覆盖率达 100%。此外，还建立了“法
润民生”微信群 20533 个，实现“双微双
员”进村全覆盖。为提高村民法治素养，
增强群众法治获得感，全系统在用“脚
板”为民服务的同时，发挥微信即时性、
互动性、简单易用等特点，普及法律知
识，传播法治精神，加快乡村法律顾问服
务微信群建设，全力打造“指尖上的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搭建起“线上+线下”“现
场+远程”为农民服务双通道。

在推进司法所工作信息化上，江西
省已经将此列为便民利民的一项“民生
工程”倾力打造，截至目前，依托12348江
西法网大数据技术，与近 3000家法律服
务机构、1.4万余名法律服务人员互联互
通，基本实现了司法所业务网上咨询、网
上申请、网上办理、网上查询等“一网通
办”“全程网办”。今年以来，江西省司法
所网上受理法律服务事项申请 6.8万件，
在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6万件，远程调
处矛盾纠纷 3.5万件，真正做到了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进一步缩短了法律服
务群众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据了解，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积极推
进司法所信息化应用，提升工作质效。
如天津、山东等地通过“津调通”“民调
通”等APP平台开展调解工作；北京市司
法局积极研发人民调解微信小程序、律
师村居法律顾问 APP、掌上 12348 服务；
浙江省在重点司法所配备 219台多功能
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开设24小时“法律
超市”，推进司法所各项工作数字化、智
能化，司法所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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