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２ 电话中继线:８４７７２２８８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２０１７０１０６号 零售:每份壹元肆角 昨日本报(北京版)开印时间０３时００分 印完时间０４时２０分 印刷质量服务热线：（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５５　举报电话：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６１　邮箱：fzrb_jw@１２６.com

2021年2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余飞 见习编辑：李沐 校对：郭海鹏 电子信箱：zhengfazongzhi@１２６.com

　　每年春节前后，千家万户团圆之时，政法干警和法治工作者却在守护平安

的一线坚守。尽管年年如此，其中的故事却不同。今年春节前后，《法治日报》记

者上海岛、走村落，探寻政法干警、法治工作者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新故事，

记录下他们不变的忠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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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春节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安宁

渠镇河西村村委会的活动室里，挂起了一串串喜庆的红灯笼。

  2月6日11时许，由安宁渠镇司法所干警和新疆新轩律律师事

务所律师团队组成的普法宣传小分队，走进村委会活动室。

  早早等候在这里的几十位村民，用掌声对小分队表示热烈

欢迎。

  普法小分队的“领队”、安宁渠镇司法所所长杨海铭笑着道明

来意：“再过几天就是牛年春节，今天我们来向大家拜早年。既然是

拜年，不能空着手来，送礼就送民法典，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普法‘大

礼包’：民法典知识讲座，现场法律咨询，赠送宪法、民法典读本、各

类法律宣传折页，入户宣讲民法典……”

  此时，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柯丽丽、苏金金，已将带来的宪法

及民法典读本，逐一分发给了到场的村民朋友。  

  随后，新疆新轩律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妍宣就民法典知识进行

宣讲。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称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咱们老百姓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

法典中找到依据。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之间常常会有经济来往，不可

避免会涉及互相借款。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

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给各位

村民朋友提个醒，向别人借钱时最好写清楚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法

定全名及身份证号以及借款金额、借款时间期限……”

  康妍宣以群众最关心的“借贷”“婚姻”“继承”等相关话题，把

“法言法语”变成“大白话”，拿群众身边的事举例，讲道理、说法理，

向村民们讲解了“民间借贷”“离婚冷静期”“夫妻共同债务”等民法

典知识。

  村民们一边认真听讲，一边翻开手中的民法典读本，对照查阅

其中的具体条款。

  坐在第一排的河西村七组村民张建福，拿出了随手携带的笔

记本认真地记录。他对现场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说：“刚才律师

说民法典从‘吃穿住行’到‘生老病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

好好学一学。咱不能只带着耳朵来，得用笔记，用心学！”

  半个多小时的宣讲刚一结束，村民们就抢着提问。

  “请问律师，什么情况下老公欠的外债不用老婆还？”

  “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家里老人去世前立了好几份遗嘱，内容都不一样，以哪份遗

嘱为准啊？”

  “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

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如果立有多

份遗嘱，内容有相互抵触的，那就得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我借给别人10万元，也没打欠条，现在两年多了，对方一直不还，我该怎么办？”

  “民法典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怎么规定的？”

  ……

  20多分钟的法律问答时间里，村民们就各自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新轩律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团队和安宁渠镇司法所的干警们逐一耐心作答。

  在活动现场，河西村党总支书记杨海港说：“希望这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能够经常性开

展，对提升群众的法治观念有很大帮助，我们乡村干部更要认真学习领会，用民法典维护

好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现场法律咨询告一段落，普法小分队又前往村民家里入户走访普法宣传。

  看到身披“普法志愿者”红色绶带的普法小分队队员们沿村道走来，已在院门口守候

的河西村二组村民玉山·莫合毛大叔快步上前，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歇歇”。

  进到屋里刚坐下，老伴热依汗·斯马义就将香浓的奶茶和特色干果端上了桌。

  今年59岁的玉山·莫合毛从事牲畜养殖产业，刚端起茶碗还没喝一口他就又放下，迫

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对了，前些天有个体老板联系我，打算长期购买我育肥出栏的牛羊，

还要和我签合同。你们来得正好，我就想问问，这个合同我签还是不签？”

  “签，当然要签了。看来我们今天‘上门服务’，来对了啊！”杨海铭笑着打趣说。

  康妍宣和杨海铭分别就民法典中签订购销合同时应注意的事项及具体条款内容，向

玉山·莫合毛进行了仔细讲解。

  “如果不放心，你拿到合同先别急着签，到司法所找我或者用微信发给我，我们帮你把

把关！”杨海铭叮嘱说。

  普法小分队队员们将宪法、民法典读本和法律宣传册等，送到了两位老人手中，还就

民法典中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内容，向他们详细进行了阐释。  

  时间过得很快，普法小分队还要继续前往其他村民家里走访宣讲。

  离开时，记者注意到，玉山·莫合毛家的阳台上，几盆鲜花，在正午的暖阳下，正迎春吐

蕊，灿烂绽放。

记者手记

　　民法典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既是保护群众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

必须遵循的规范。因此，宣传好民法典，让文本上的法律“活”起来，意义重大。因地制宜

结合实际，广泛深入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将民法典送到千家

万户，才能让民法典根植于群众心底。通过“进村入户”面对面宣讲等形式，使民法典宣

传声声入耳、时时入心、家家知晓、人人明白，才能增强民法典普法宣传的实际效果，进

而提升基层群众的法律素质，形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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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让大家过平安年
山东公安深耕责任田守好大平安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 本报通讯员 黄克明 文/图

  2月4日，天刚蒙蒙亮，山东省烟台市公

安局海岸警察支队崆峒岛海岸派出所民警

马骏就急急忙忙地把采购的蔬菜、被子等物

品搬到烟台太平湾码头，当天有摩托艇去崆

峒岛给看护养殖区的工人送给养，马骏搭便

船把采购的物资运到岛上。

努力让每一名养殖渔民过好年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崆峒岛海岸派

出所共有5名民警，平时分两班在岛上值班，

每隔一周轮换一次，由于海岛派出所的特殊

性，轮休的民警并不能正常休息，还要负责

物资采购、办理案件、到分局开会等。2月4

日 ，马骏特意给值班的同事们买了一条

梭鱼。

  马骏说，今年是他驻扎海岛的第七个年

头，原来岛上有居民时还有一艘大点的交通

客船，2018年，海岛开发，居民搬出海岛后交

通客船基本停发了，民警上下岛只能搭乘养

殖户的渔船或社区的治安艇。

  大约20分钟后，摩托艇到达崆峒岛，派

出所教导员李文斌和民警王振已在码头等

候。由于落潮，海平面比码头低了近2米，大

家费了很大气力才把物资搬上岸。

  “岛上最大的不便就是交通，尤其是冬

天大风天气多，风一大船就不敢跑了。”李文

斌边开车边介绍，所里民警都有“想进进不

去，想出出不来”的经历。车子拐了一个弯，

远远就看到了派出所，只有10来间平房，如

果不是门口的牌子，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警

务室。

  派出所虽小，承担的任务却不少。崆峒

岛海岸派出所辖区位于烟台市芝罘区东北，

有26座岛屿及礁石，海岸线总长度约24公里。

所辖岛礁以崆峒岛为中心，自东向西大致呈

“一”字散布，成为烟台市区西北沿海的天然

屏障。

  为了让大家过好节，教导员李文斌决定

把工作往前赶，他的目标是努力让每一名养

殖渔民过好年。“无论你打119还是120，最后

还是我们去，一般群众都是直接找我们”。岛

上除了派出所没有别的职能部门，除了日常

的治安管理，派出所还要承担救灾抢险、森

林防火、疫情防控等工作，尤其是居民搬出

岛后，渔船、养殖物资还都留在岛上，每天的

安全巡逻更是不可少。

  “这里是崆峒岛的制高点，只要天气好

每个无人岛在这里都能看到。”爬上崆峒岛

灯塔，李文斌指着远处的小岛说，“这个是担

子岛，这个是蛇岛，这个是龟岛。”

  “给我们送水，送煤，要不是他们我们就

遭罪了。”在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说起寒潮期

间派出所的帮助，养殖户老高对记者说，养

殖场还有几个工人吃住在岛上，给养供应不

上，派出所及时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派出

所民警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

全力守好群众过年“菜篮子”

  锦华农贸市场是山东省东营市和胜利

油田城区最大的一处农贸市场 ，拥有蔬

菜、肉食、海鲜、花卉等商铺摊位360余家，

商户摊贩20 0 0余人，日均人流量3万余人

次，节假日最大人流量达5万人，服务周边

18万余人的生活需求，是城区最大的“菜

篮子”。

  记者注意到，在东营市和胜利油田发出

“就地过年”倡议后，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紧

密结合“爱民实践”活动开展，把维护锦华市

场“菜篮子”经营秩序作为首要任务，主动对

接油地管理单位，走访经营业主协调解决问

题，全力保障市场经营秩序。

  记者在锦华市场锦华警务室了解到，警

务室有1名专职民警、两名辅助人员全天候

盯靠在市场，并对市场商户建立了“一户一

档”资料，对市场360余家经营业户信息逐

一分析，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向广大商户摊

点征求意见建议，准确掌握多数业主的所

思所想所盼，积极处理好民生和过年的关

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

分考虑经营业户就地过年实际困难，积极协

调油地相关单位，最大程度减少居住证申

领、租房报备等工作环节，为拴心留人主动

创造条件。

坚守岗位让大家平安回家

  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尽管已是凌

晨时分，高速路上依然有不少车辆疾驰，在

外忙碌一年的游子，归心似箭。

  此时，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高速交警大

队民警郑磊，已经上岗7个小时。

  一个夜班，从头一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

早上8点。其间，郑磊和同事们要不间断地进

行巡逻，还要处置突发道路交通事故、接受

求助、查纠交通违法行为。

  凌晨3点左右，郑磊和同事开上车，开始

到路面巡查。

  “越是到了后半夜，赶路的驾驶员越是疲

劳。但是我们不能放松，我们多看一眼，多叮

嘱他们几句，就可能避免一些事故。”郑磊说。

  开车行驶在滨莱高速博山段，郑磊看到

应急车道上停着辆车，过去一问，车辆出了

故障无法前行。二话不说，他下车帮忙放置

警示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检查车辆故障情

况，联系清障车辆。直到车辆和驾驶员都被

安全送走，他才放心。

  “春运期间，车流量大，外地车辆多，我

们还将重点对外地入城车辆、老牌新车、车

证不符、号牌不清等车辆进行检查，确保每

一名乘客都能安全回家过年。”郑磊说，夜以

继日地在路上奔波，巡查、值守，有时候非常

枯燥，异常辛苦。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总

要有一些人在路上守护大家，保障回家的路

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图为驻岛民警走访渔民并进行安全检查。

  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

  无论是马骏特意给值班的同事们买的一

条梭鱼，还是“我们多看一眼，多叮嘱他们几

句，就可能避免一些事故”的朴实话语，都能

让记者感受到公安民警的责任心和担当精

神。为了万千家庭的团圆，这些公安民警几乎

每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他们扛起平安重任，

用无私奉献为平安中国添砖加瓦。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杨上明 文/图

  也许你不知道，当我们搭乘列车奔向团圆的时候，在铁路沿线两侧，有

无数线路民警在默默守护着铁路安全。

  来自江苏南通的95后民警许苏豫正是其中一位。他是海口铁路公安处

雷州车站派出所龙门警务区的一名线路民警。

  春节期间，许苏豫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地守护在偏远的线路

警务区驻站。

  许苏豫管辖的36公里线路位于祖国大陆铁路最南端，是连接广东、海南

两省唯一铁路通道。由于不办理客运和货运，在这里看不到春运的人潮涌

动，看不到城市的繁华喧闹，但许苏豫并没有闲着。

  记者来到龙门警务区发现，为保证来往列车的顺利通行，许苏豫每天都

在铁路沿线的重点治安区段上巡视，用忠诚与热血独自坚守着36公里线路。

  一天的工作从线路巡防开始，用他的话说：“我的线路出问题，整个湛海

线的行车都受影响，特别是春运期间，关键时刻更不能掉链子，不每天走走，

心里也不安心。”

  尤其是春节期间，返乡群众增多，到铁路线上行走拍照的情况突出，更不

能掉以轻心。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二，许苏豫在开展线路巡查至那利村路段时，发

现一名中年男子准备走到铁路线上，许苏豫赶忙上前，对这名男子进行安

全宣传教育。“您要注意安全，不能到铁路线上行走坐卧，过去铁路对面要

走交通涵洞。”经过许苏豫的教育，那名中年男子表示明白和感谢，并迅速

离开。

  据统计，今年春运以来，许苏豫清理线路闲杂人员20余名，排查整改线

路隐患10余起。就是这样在寒风凛冽的冬天，用最简单、质朴的真情守护千

万旅客的回家路，正是基层铁路民警最真实的写照。

  每天出来巡线，许苏豫都会到铁路沿线工区，跟工长和线路工交谈。他

说：“线路工作需要沿线单位的支持和配合。” 

  记者注意到，许苏豫通过长期与沿线工区沟通走访，一方面注意收集从

工区反馈的线路情报，一同协调工作，对近来铁路沿线的情况进行分析，不

断完善工作方法。

  “虽然在异地过年，但为了确保春节期间群众安全出行，在这里与大家

一起过年，我的心是依然是温暖的。”许苏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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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偏远的警务区，民警许苏豫独守着一份平凡的孤寂。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像许苏豫一

样的铁路民警，时刻守护每一段线路、守护着每一班列车，才换来了万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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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小奖状”欢喜过新年

  图为旅客在观看学生们的作品。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王小东 文/图

  从西安出发，“绿皮”火车走了两个半

小时后到了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法治日

报》记者下车后就直奔该县三年级小学生

刘晶晶的家里，了解不久前她获得“特别”

奖状背后的故事。

  刘晶晶是丹凤县恒大小学三年级学

生，家里的墙上挂着不少奖状，但最让她引

以为豪的，是寒假前西安铁路公安处丹凤

站派出所为她颁发的一个“特别”奖状，她

对奖状爱不释手，时常拿出来看一眼，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刘晶晶获得的是“大手拉小手 爱路护

路平安校园行”主题绘画比赛一等奖，是由

西安铁路公安处丹凤站派出所牵头，联合

丹凤县委政法委、科技局和教育局面向铁

路沿线中小学生开展的一次主题教育

活动。

  丹凤车站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线路

治安是基层铁路派出所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中，爱路护路宣传又是线路防控的主要

形式，爱路护路宣传做好了，铁路安全就有

群众保障。”

  “往常，派出所爱路护路宣传一般是定

期到沿线村庄、中小学校及相关企业走街

串巷开展，一场宣传下来互动性不大，学生

对铁路安全往往一知半解，效果大打折

扣。”丹凤站派出所所长何涛说。

  “我们要找到最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

变被动为主动。之后，大家苦苦思考新方

法，就在讨论陷入僵局时，分管副所长梁陈

续说，我们何不面向小学生举办一次主题

绘画比赛呢？话音未落，在场人员纷纷点头

认可。”何涛说，“一场面向铁路沿线中小学

的主题绘画活动就这样‘出炉’了。”

  随即，县第四小学和棣花镇、铁峪铺、

陈家村、恒大等5所铁路沿线学校，都收到

了“大手拉小手 爱路护路平安校园行”主

题绘画比赛的通知。不到3天，所里就收到

各类绘画作品658幅。

  派出所专门邀请该县美术老师和民警

一道评选出316幅优秀作品，专程前往5所

学校授奖，向获奖学生颁发奖状和书包、雨

伞、水杯等奖品，所有奖品上都有二维码，

扫码后看到的是一段段爱路护路的卡通

视频。

  “铁路派出所举办的这个活动是一次

创新，对全县铁路安全综合治理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让我们很受启发。”丹

凤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王平军说。

  一张小小的奖状对正在成长的小学

生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铁路公安机关每

举办一次主题活动，小学生们的成长路上

就多了一道“安全符”。采访中，记者感受

最深的是，这些常年驻守在大山深处的铁

路民警爱岗敬业，用“绣花”的功夫破解

一个个警务工作难题，用忠诚无悔保一方

平安。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