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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万象

公安部食药侦局

打击秋冬季涉候鸟等野生动物犯罪
□□ 本报记者 侯馨远

当前正值秋冬季候鸟大规模集群活
动和南迁越冬季节，公安部食药侦局近日
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公安食药侦部门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猎杀和交易候鸟等涉野生
动物违法犯罪，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我国地处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
要地段，有多条候鸟迁飞路线。近期在部
分迁徙沿途省份，滥猎滥食候鸟等野生动
物活动进入高发期。通知指出，要依法严
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候鸟等野生动物，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候鸟等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以及为非法交易禁用的猎捕工

具、候鸟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广告或
提供服务等犯罪活动，重点打击长期从事
此类犯罪的职业化犯罪团伙和以食用为
目的等涉野生动物犯罪“黑色产业链”。

通知要求，要密切同林业和草原、市
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受理行政
部门移交的涉嫌犯罪案件，大力支持行政
主管部门的执法活动；密切同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等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畅通举报
渠道，及时核查线索，推动候鸟等野生动
物保护群防群治；加强区域警务合作，建
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案件协查等
机制，整体联动、合成作战；加强法治宣传
教育，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野生动物保护
意识。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联合属地派出所走进安溪村开展消防演练活
动。在活动现场，随着一阵阵急促的铜锣声和吆喝声，志愿者和民警引导村民紧张有序
地撤离“危险”区域，当发现有群众受伤，志愿者和民警进入危险区进行搜救，找到受伤
群众并安全撤离。同时，志愿者通过向村民宣传防火安全常识、普法宣传、应急处置、自
救互救等知识，提升农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陈仕川 摄

□□ 孙瑛 程遥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关庙镇红
旗社区的陈大爷专门制作一幅锦旗送到
司法局，感谢社区法律顾问吴洪涛帮其孙
子办理“事实孤儿”认定，此后，他可以每
月拿到1000元生活补助。

原来，陈大爷的儿子、儿媳于 10年前
协议离婚，孙子陈某杰由陈某抚养。后因
儿子犯罪服刑，儿媳也失去联系，抚养陈
某杰的重任又落到陈大爷头上。

如今，陈大爷夫妇年事已高，基本失
去劳动能力，儿子陈某还有几年刑期，家
庭生活陷入困境。新任法律顾问吴洪涛
在法律扶贫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
与区检察院、法院、民政局、派出所、村委
会协调对接，最终按法定程序，由区民政
局为其办理了“事实孤儿”生活补助。

和陈大爷一样，近来外出打工的叶
某颖也遇到了麻烦。原来，宿豫区来龙
镇白鹿湖社区居民叶某颖等 8 名农民工
在某公司上班，6 月初，公司以经济效益
不好为由，口头将他们辞退。辛辛苦苦
在公司工作了几年，现在被辞退了，公司
也不给个说法，叶某颖等人非常不满，便
在“法润民生”微信群里咨询如何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顾问董瑞瑞看到叶某颖的咨询
信息后，主动电话联系她了解详细情况，
并引导叶某颖等 8 人前往区法律援助中
心申请法律援助。区法援中心审查受理

了该案，指派董瑞瑞律师承办该经济补偿
金纠纷案。在董瑞瑞律师的帮助下，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公司方支付叶某颖等 8名
农民工经济补偿金 12万余元。叶某颖高
兴地说：“没想到只发了一个咨询微信，社
区法律顾问就帮我们解决了困扰，真的非
常感谢他们！”

5月份以来，宿豫区司法局结合全区
律师队伍人数增多的实际情况，为改善原
先村居（社区）法律顾问同时挂钩多个村
居（社区）、服务范围广、精力分散、服务不
及时的现状，择优选取了 67名律师，统筹
调配到全区 67个村居（社区），给村居（社
区）送去一群新的法律伙伴，让农村群众
真正享受高效、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使
村居（社区）法律顾问从“有形全覆盖”向

“有效全覆盖”转变。
他们为全区 67个村居（社区）统一制

作了法律顾问公示牌，公示法律顾问基本
信息、联系电话、服务内容及该村（社区）
法律顾问二维码等，方便群众寻求法律帮
助。在所有村居（社区）均建立“法润民生
微信群”，由乡镇司法所长统一管理，法律
顾问主动入群，每天发布普法动态，在线
解答群众法律诉求，快捷高效地为群众提
供法律服务。统一印制村居(社区)法律顾
问工作绩效考核表、法律顾问业绩申报
表、群众满意度测评表、法律顾问工作调
查问卷表等系列表格，定期开展调查、测
评，了解基层对法律顾问服务的意见和建
议，以便开展针对性工作指导。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

村居社区有了法律顾问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冬季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贵州省台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
织民警进村入户，为村民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图为民警来到岑邦村，通过展板向村民讲
解冬季交通安全知识。 邰健 摄

□□ 本报记者 高雅 文/图

“依法治国理念好，知法学法离不
了，学好法律是本分，素质高！”

“社会治安需治理，打击防范要并
举，遵纪守法要牢记，扬正气！”

……
9月28日晚，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洛阳镇岑村村的广场上，迎国庆中秋双
节文艺晚会正如火如荼进行，村民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名为“法润洛阳惠民生”的

“三句半”引来观众阵阵喝彩。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法治乡村

建设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的有机组成，是筑牢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根基。对于农民来说，法治意
味着什么？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为生产
生活带来便利？对农村发展又有哪些作
用？近日，记者走进江苏、浙江部分乡
村，切身感受法治乡村建设和农民们关
心的与法有关的那些事。

农资问题即刻办：
全力保障增产增收

沙家浜镇位于江苏省常熟市东南
部，这里地势低洼，河浜纵横，芦苇丛生，
气候温和湿润，农民多以养殖销售沙家
浜阳澄湖大闸蟹为生。2019年4月，沙家
浜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时发现华阳村、新湖村等村的大闸蟹
养殖户们遇上了麻烦事，经仔细询问得
知，原来是农民们买来用于除水藻的一
种“新药”，在使用后却导致蟹池内水草
异常死亡。

俗话说“蟹大小，看水草”，水草生长
情况直接关系着螃蟹的质量和产量，更
影响养殖户们的经济收入。“我觉着可能
与使用去除水藻的‘新药’有关。”华阳村
村民老李养了一辈子蟹，这种情况还是
头一次见，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司
法所工作人员听。

得知情况后，司法所紧急会同沙家
浜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同事召开会
议，希望借助农服中心的专业力量查清
案件原因，做好善后措施，以更好维护养
殖户们的利益。通过走访，两部门统计
出此次蟹塘水草异常死亡受损养殖户
147 户，涉及 1530 亩蟹塘。在镇域内市
场，主要有 4 家“渔具饲料”店在销售此
药。经专业鉴定，水草死亡与“新药”使
用过度有关。

“养殖户们购买这种药本来是为了
消灭水中青苔等不利于螃蟹生长的藻
类，但因为其中含有除草剂成分——‘特
丁净’，且未标识清楚，虽然药品符合标
准，但是对于如何使用，几家经销商都没
有详细告知购买者。另外，很多养殖户
使用后，短时间内觉着‘新药’对于藻类
杀灭作用好，就一传十、十传百，导致越
来越多乡亲都来购买使用。”沙家浜镇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中含有
的除草剂挥发时间较长，短时间内看不

出对水草伤害，就造成了用药农户数量
扩大，最终演变为螃蟹养殖村受损严重
的情况。

1500 多亩蟹塘、140 多个养殖户，每
户的损失情况不同，怎么补偿？补偿多
少？再加上“新药”生产厂商不在常熟
市，4 家销售商实力一般、资金有限，谁
来补偿？司法所与各村法律顾问协商
沟通，要求各法律顾问对村民进行相关
的法律知识宣传，尽可能减少养殖户的
疑惑。

“各位乡亲，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遭受损失后，除了可以向销
售方索要赔偿，也可以向生产厂家申请
索赔，我们这个案子生产厂家路途遥
远，大家塘里农活忙，离不开人，向厂家
维权多有不便，所以我们经过研讨，建
议向销售商要求补偿，也希望大家尽早
开展自救，将损失降到最低。”在一次与
养殖户的对接会上，沙家浜镇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司法局另外一路工作人
员与农服中心负责人走进销售市场，劝
说商家切实承担一定责任，对购药农户
进行相应补偿，之后再对厂商追偿。在
多番情、理、法分析后，商家同意每亩蟹
塘补偿 850元，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养
殖户们陆续签署协议，最终这起农资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解决纠纷好帮手：
邻里之间心贴近了

“我们两家本来挺好的，差点因为化
粪池的事动起手来。还好村法律顾问周
律师和村干部们耐心调解，才让我们和
好如初。”常州市武进区岑村村的村民路
敏杰回想起去年和前院路建国家的纠
纷，仍有些后怕。

位于武进区洛阳镇东南的岑村村占

地 3.5平方公里，大小企业 62家。其中，
规模企业 6 家、超亿元企业 3 家，工业总
产值 17.67亿元，制冷配件、柴油机配件、
摩托车电动车配件均有生产。全村集体
总资产 9000余万元，村级收入达 1800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万元。

坐落在村庄里的企业发展势头迅
猛，也吸引了很多外乡人前来打工。外
来人口的涌入再加上本村村民私搭乱建
现象严重，岑村村脏乱的环境让村民们
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同样，这些问题也
成了岑村村党委书记蒋健的心病。

“村民们很朴实，在自家门口、墙边，
摆个柴火、农具，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对
于农村环境治理来说，村民最在乎的是
公平公正，清理可以，首先要大家全部清
理。村‘两委’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下
大力进行村庄清洁整治行动，‘改厕’就
是其中一项很重要工作。”蒋健说。

路敏杰与前院路建国家的纠纷，就
是因为“改厕”产生。两家本是邻居，属
于前后院，两个院子中间有块公共区
域，可晾晒衣物，行人也能在此通行。
2019 年 8 月，村里进行厕所改建工程，
分散式污水管网建成后，再在各家各户
室外建一个化粪池，将污水排入污水管
网内。“路建国家的化粪池就对着我们
家的正门，按照风俗习惯，一出门就是
化粪池我接受不了。”路敏杰找到路建
国，要求他把化粪池挪走，“爱放哪儿放
哪儿，反正放我门口，我不干。”同样，路
建国也满心委屈，“工程都该竣工了，后
院来找我，我能咋办。”眼看着两家人因
为此事，从很好的邻居就要变成“仇
人”，村干部和驻村法律顾问赶紧上门
调解。

“首先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还是这么
近的邻居，以后免不了要打交道，要本着
尊重邻里团结的原则把问题解决。”蒋健
对两家人说。随后，驻村律师给双方出
谋划策，最终两家人达成一致——继续
施工，将化粪池平移几米，避开路敏杰家

正门。“要不是村干部和法律顾问忙前忙
后，我们俩的纠纷估计到现在还没解决
呢。”路敏杰说。

像岑村村一样的依法治村的村庄在
常州还有很多。近年来，常州市通过建
立法律顾问制度、法律服务进乡村激励
机制等，积极建设“一刻钟农村法律援助
服务圈”，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
倾斜，让法律服务走进乡村，走进农民的
实际生活中，真正打通乡村治理的“末梢
神经”。

发展旅游有保障：
游客盈门钱袋鼓了

小院内白墙灰瓦、绿树红花、原木色
的门、质朴的桌椅板凳，人一走进去能感
受到“时光都慢了”。这是位于浙江省宁
波市象山县方家岙村的一处民宿。小院
外，一条蜿蜒的坡路将整个村子串联起
来，村庄环境整洁，几个上了岁数的村民
在公共小水池边洗菜，放了学的孩子们
追逐嬉戏，小猫在房顶探出头来……游
客在小路上驻足，欣赏着这独属于村庄
的美景。

方家岙村依山傍海，空气清新，氧气
充足。几年来，村民办起 45家民宿和农
家客栈，2019 年全村旅游经营收入 3800
多万元，村集体收入达 260 万元，今年 9
月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方家岙村的蝶变离不开法治引领下
“三治融合”的“保驾护航”。“这几年通过
发展民宿，村民的钱袋子都鼓起来了。
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其中
法治引领帮我们村解决了很多现实问
题。”回想起近几年村庄的发展历程，方
家岙村党支部书记欧昌伍说。

“小到统一规划每家民宿的招牌，大
到节假日游客多了车没地方停，重新修
建停车场，再到游客在村里居住产生噪
音，打扰附近村民休息。我们都会通过
法治引领下的‘村民说事’制度请村民来
议一议。”欧昌伍告诉记者。

为了完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象
山县创新“村民说事”制度，形成了以

“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制度体
系，搭建起协商民主新平台，构筑出村务
管理、决策、治理、监督的全流程，开创
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
路子。

象山县司法局局长李文宏表示，“村
民说事”制度作为协商民主在基层的生
动实践，创建了基层民主管理新方式，为
进一步打造“村民说事”2.0版，主动作为，
创新服务，推动其在法治轨道上向好加
快升级。通过创新“律师 e 说事”，建立

“法律服务+村民说事”的“网络云”模式，
开展律师线上说事会等全天提供线上菜
单式法律服务，将群众法律盲点难点结
点说开、说动、说活。近两年，共建镇村
微信群 519个，入群人数超万人，提供法
律服务528件，提供法律咨询13215次，化
解矛盾纠纷783件。

□□ 通宣 本报记者 郜晋亮

“现在村里资金使用、临时救助、低
保补助等情况都张贴在村务公示栏，监
督委员会李主任也会及时把情况告诉乡
亲们，现在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变得阳光
透明了，村里做事我们很放心……”近
日，青海省大通县向化藏族乡立树尔村
群众驻足村三务公开栏前，纷纷为村务
监督委员会点赞。“自从担任了村务监督
委员会主任后，自己随时随地监督，群众
有问题也愿意找我，我现在成了村里的

‘大忙人’。”监委会主任李长莲说。
群众的点赞、李长莲的忙碌，正是大

通县向化藏族乡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的
真实写照。近年来，村务监督委员会逐
渐被群众认可，从一件件小事中可以看
出他们日常工作的用心。

合作养殖丰收记

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要去立树尔
村可不是现在这么简单，得“翻山越岭”
才能到达。2010 年，在各级部门的精准
指导和监督下，全村 78户农户实施异地
搬迁项目，与流水口村成为邻居，原立树
尔村旧址在精准监督下改头换面，摇身
成为村集体项目——大通春晓种养殖营
销专业合作社。

“下面请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长
莲同志通报2020年春晓种养殖营销专业
合作社收益监督情况，以及本月村级支
出监督情况……”就在前不久，合作社养
的628只精品璇鸡顺利售出，合作社收入
5万余元，群众大会上，村务监督委员会
向群众汇报相关情况。

“项目前期，我们就采取‘嵌入式’
监督，由乡纪委、村纪检委员、村务监督
委员会共同跟进监督，每个村的项目收
益都有了一本明白账。”乡纪委委员贺
明俊说。

今年以来，立树尔村为充分发挥村
务监督委员会实效，不让村务监督成为

“摆设”，在自我监督、长期监督上下功
夫，并整合上级政策以及各类帮扶资源
实施修建公路、整治环境等项目，带动
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充实了村民的钱
袋子。

旅游景点“变身”记

立秋过后，距离乡政府所在地 15分
钟车程的将军沟村，村容整洁、绿树成
荫，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康生彪刚刚监
督完景区卫生打扫情况，又忙着落实乡
纪委的“派单”任务，监督村旅游项目修
建情况。

谁会想到眼前小有名气的旅游村曾

经遍地牛粪，还是贫困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杨得福深有感触：“我刚担任监
委的时候，还信心满满。但不久就发现，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人指导，自
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又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时间长就没了威信。”

针对将军沟地理位置狭长，村委会
召开群众大会时，组织群众难度大、群众
对村“两委”工作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
乡纪委因村施策，在切实发挥村务监督
委员会作用上下气力。“马路小道消息、
妇女家长里短、老人闲聊话题，微信群疑
难问题，这 4块就是农村各种信息源，找
准了社情民意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到那
里去。”把社情民意“一网打进”，做到互
联互通全方位反馈，在将军沟村让村务
监督委员会有了自己的监督“土办法”。

将军沟村变身旅游景区以来，监督
委员会成员在每天务农务工之余，抓住
零散空闲时间，收集各类群众反映的意
见建议，第一时间核查、最快速度反馈落
实，确保反映全面、落实全面。

幸福食堂运行记

下滩村党支部书记张维成从1998年
开始在村里任职，2001 年起任党支部书
记近20年。

“今年村里事情太多太忙，要是再开

幸福食堂，那真够村干部忙的，再说咱们
村5个岔路，老人们到幸福食堂吃饭也不
方便，要不等明年再运行吧……”当村务
监督委员会主任提议运行下滩村老年幸
福食堂时，党支部书记表现出畏难情绪。

“得找他谈谈。”得知情况后，村务监
督委员会主任到乡纪委寻求帮助，乡纪
委及时约谈了村党支部书记，指出问题、
找准病灶、对症下药，帮助引导他从“要
我做”向“我要做”转变，并及时向乡党委
反馈。

很快，村里的老年食堂如期运行了，
虽然村内农户较为分散，但抵不过老人
们的热情，村务监督委员会按时通报相
关收支，老年幸福食堂里每天洋溢着欢
声笑语。

同时，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下，下
滩村周边的河道得到了整治，道路硬化
后乡村整体美观起来了，目前正在实施
厕所革命项目，令党支部书记张维成很
有成就感，攒足劲为村民办实事，在书记
的带领下，村“两委”干部的凝聚力、向心
力不断增强。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基层村务监督的
最前沿、第一线。近年来，向化乡在强
化、优化村级纪检监督场所和人员力量
的同时，不断注重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化、
规范化，确保让权力运行更阳光、监督更
务实、群众更满意。

村务监督让向化乡老百姓心里亮

特别关注

依法治村 惠及民生
——江浙两省法治乡村建设典型探访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大湖甸村村委会的“虞阅乡村书吧”内，村民带着小朋友阅读
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