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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文/图

　　

　　“我老婆的右手就是干活时弄伤的，这

笔钱还没跟你算，183万元工资款你还要赖

账，叫俺们咋回家过年！”农民工赵亮（化名）

拉着老婆的手直戳到王老板的面门，扬言如

果算不好这笔账，就召集其他70名农民工一

起来讨。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设在山阳派

出所一楼西侧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明忠

调解工作室，见证了被称为“老法师”的调解

员如何妥善处理这一欠薪纠纷。

　　一个上午，双方剑拔弩张，73岁的调解

员李明忠感觉双方情绪发泄得差不多了，就

向老搭档石国良使了个眼色，自己将赵亮夫

妇拉到隔壁调解室，石国良则稳住王老板，

两边开始“背靠背”谈话。

　　“调解员就是老娘舅，专门为你们解决

困难，不会偏袒谁。”李明忠给现场几名农民

工兄弟递上烟、倒了水，接着说，“大家都想

尽快领回欠薪回家过年，要是闹出事来就得

不偿失了。”

　　见此情形，赵亮一行人不好意思再破口

大骂，他们狠狠吸了口烟，跟李明忠仔细计

算起工程款。

　　另一边的石国良扮起了黑脸：“王老

板，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相

关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王老板自知无理却仍嘴硬：“工程施工

协议350万元标的额以外的那31.5万元不能

算，他们没按期完成，之前我也给过赵亮一

部分工程款，不能再多要了。”

　　一来一往，双方有些松动，大家肚子也

饿了，李明忠和石国良就带他们吃了盒饭，

气氛更加缓和下来。

　　接着，大家“面对面”逐一核对71人的工

资款、银行卡号及增加部分的款项。下午4

点，调解协议达成，王老板同意支付71人183

万元工资、钢管及扣件租金8.5万元，赵亮的

妻子放弃追偿工伤费用。

　　“我们依托调解工作室联合公安与司法

行政力量，在110接警后将这些非警务纠纷

纳入人民调解，避免‘警察一来，问题解决，

警察走了，问题还在’的困境，力争将群体性

治安隐患消弭在萌芽状态。”山阳派出所所

长陈技说。

　　早在2013年，在金山区司法局、山阳镇

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山阳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就聘请退休5年的老所长李明忠在派出所

内成立人民调解服务队，化解了大量矛盾纠

纷，成为金山区一张特色工作名片。如今，服

务队更名为“明忠调解工作室”，人员扩至13

人，获评上海市十佳调解品牌。

　　为了全面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当地畅

通了司法救济渠道。金山区法律援助中心主

任叶婷告诉记者，法援部门专门建立“绿色

通道”“全市通办”讨薪机制，简化申请手续，

做到“即来即受，特事特办”。

　　不久前，25名农民工向廊下司法所法律

援助工作站求助，司法所协助他们通过“一网

通办”提交法律援助申请，材料不齐的先予线

下提交，帮助农民工顺利申请法律援助，法援

中心指派律师全程免费为其代理维权。

　　据介绍，金山区11个街镇工业区均建立

法律援助工作站，以便全面排查区内企业、

工地，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做好法律

援助宣传工作。

　　春节前夕，位于山阳镇的上海湾区科创

中心迎来一场“法治体检”，山阳司法所介绍

了法治进企业等相关服务内容。

　　“近两年，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大大加

强，企业合规经营意识也在不断强化，我们

要继续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培育全社会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农民工欠薪问

题的发生。”金山区司法局副局长雷霆说。

　　在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金山工业区“鑫

港湾”职工服务中心，一个集法治宣传、法律

服务等为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和劳

动争议调解室成了职工常去的地方，这里定

期有律师开展法治讲座，详细解答职工关心

的加班费结算、工伤认定、离职风险、合同签

订等问题。

　　金山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陆才华

说：“经过多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恶意拖欠、

克扣农民工血汗钱的事情大幅下降，但疫情

对企业带来的冲击仍会波及农民工，我们将

畅通全过程法律渠道，引导农民工依法维

权、企业合规经营，让这个冬天少点严寒多

点温暖，让所有农民工都能安心过大年。”

跟着“老法师”帮农民工兄弟讨薪

　　疫情之下，农民工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他们能不能过个平安幸福年？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焦点。记者此次走基层见证了一条全流程畅通的法律救济渠道，农民工依法维权的

能力大大加强，企业主合规经营的意识也在提升。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是系统性问题，很难

彻底杜绝，但如果每名被欠薪者都能便捷地寻求救济渠道，掌握依法维权的武器，根治这

一问题还会远吗？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通讯员 陈俊袅 文/图

　　曾经的他们，投笔从军，保家卫国；退

役后，他们成为特警，守护平安；乡村振兴

的战场，他们主动请缨，带民致富。

　　他们就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瓮安县公安局特警队员兰俊和杨天泽，

分别是派驻平定营镇平定营社区和三合村

驻村第一书记。1月22日，《法治日报》记者

一行走进瓮安县，近距离感受“特警第一书

记”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点点滴滴。

　　一大早，兰俊就兴奋地找到自己的战

友杨天泽，就如何打造和发展综合性产业

项目取经，两人却因为观点不同“争”了

起来。

　　“你们村打造的三合生态休闲山庄，集

娱乐、餐饮、旅游于一体，这个综合性产业

项目既可以保护生态，又可以带动就业，助

民增收致富，可不可以把经验传授给我

们？”兰俊说出来意。

　　“不是我打击你，你们那里没有这个条

件，我们村位于瓮安母亲河的上游，条件得

天独厚，想模仿有点难度。”杨天泽毫不避

讳地答道。

　　面对战友的“打击”，兰俊坦承：“你们

那里生态好，有回乡创业的带头人。我们也

有我们的特色，红色文化浓厚，可以在这上

面做点文章。”

　　听了兰俊的分析，杨天泽喜出望外

地说：“你脑瓜子真好使，但是这个项目

必须有规划，投入也比较大，还得群众支

持，困难较多。不过，可以啊你小子，想弯

道超车啊！”

　　“后发赶超是贵州精神嘛，有什么不可

以的。”

　　“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群众富裕，等

你们规划出来，我们再认真讨论，现在谈都

是纸上谈兵。”

　　“一言为定。”

　　言毕，两人各自回到岗位开始一天的

工作。

　　“别看他是个90后，工作中很有章法，

善于抓住重点。虽然来自城市，但是很有亲

和力，也敢打敢拼，老百姓对他评价都很

高。”这是平定营镇三合村支部书记助理王

开基对杨天泽的评价。

　　杨天泽告诉记者，春节临近，大量农民

工返乡，要做好走访工作，做好疫情防控，

上午约了几户人家需要上门走访。

　　“老彭，我又来看你啦。最近身体怎么

样？有没有困难？”

　　“王叔，您是联户长又是老党员，年关

将至，一定要发挥好我们的作用，保障老百

姓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

　　每走访一户，都有不同说辞，但是每一

句叮嘱、问候，都饱含暖意。杨天泽告诉记

者，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懂得群众语言。要

有效推动工作，必须对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心中有数，工作开展才能有的放矢。

　　当天下午，记者跟随兰俊来到平定营

社区高枧坡村民组。在该村葆初广场的墙

面上，写着“永远跟党走”“八要八不要”村

规民约以及一些移风易俗的宣传标语。广

场上，爱好书法的兰俊邀请书法朋友圈人

士在这里义务为村民写春联，给村民送去

新春祝福。

　　兰俊告诉记者，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基

础。如何留住人才，以文会友、以文弘业、以

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

　　据了解，在兰俊的倡导下，去年11月14

日，高枧坡居民组文联正式成立，这是全国

第二个居民组文联，也是贵州省第一个居

民组文联。

　　据悉，在成立文联后，当地又组织开展

了书法培训班、书法比赛、摄影培训等一系

列活动，令村民组精气神更佳、凝聚力更

强，乡风更加文明、社会更加和谐。

谋划乡村振兴的两名“特警第一书记”

　　瓮安县两位“特警第一书记”的事迹，仅是贵州省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缩影。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还有很多像杨天泽和兰俊这样的青年，是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听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扎根基层，驻村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作出了贡献，真正体现了新时代干部的责

任与担当。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文/图

  1月27日，腊月廿五。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安

宁渠村村委会大院里，挂起一串串喜庆的

红灯笼。

  当天下午，新疆新轩律律师事务所律

师普法宣传小分队来到村里开展普法进乡

村活动。

  看到几十位村民已在村民活动室等

候，新疆新轩律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妍宣道

明来意：“再过几天就是虎年春节，我们给

大家拜个早年。既然是拜年，就不能空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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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宣讲民法典送法治春联……”

  康妍宣和同事们一起，将带来的宪法、

民法典读本及法治春联递到村民手中。随

后，他们结合群众关心的借贷、婚姻、继承

等话题，把法言法语变成大白话，用群众身

边的事情举例，讲道理、说法理，讲解了民

间借贷、离婚冷静期、夫妻共同债务等法律

知识。

  村民们认真听讲，不时翻开手中的民

法典读本，对照查阅其中的具体条款。

  坐在第一排的村民刘金萍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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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好好学一

学。”

  半个多小时的宣讲结束后，进入法律

咨询环节。

  “我很想知道，民法典中关于土地承包

期是怎么规定的？”村民古丽·尼牙孜抢先

发问。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

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

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

  “邻居家13岁的孩子用他妈妈的手机

给主播打赏了1万多元，这钱能追回来吗？”

  “能！”

  “我租住的房子还没到期，房东把房子

卖了，我和房东的租房合同还有效吗？”

  “有效。”……

  在活动现场，安宁渠村党支部副书记

沈勇龙告诉记者，安宁渠村这两年有关土

地和民间借贷的纠纷相对较多，希望普法

宣传活动能够更加深入到基层群众中来，

提 升 百 姓 的 法 治 观 念 ，促 进 乡 村 法 治

建设。

  现场法律咨询告一段落，普法小分队

又前往村民家里开展入户普法宣传。

  看到身披“法律宣传志愿者”红色绶带

的普法小分队沿村道走来，已在院门口守

候的徐志兵夫妇快步上前，热情地招呼大

家进屋。在解答完他们的法律问题后，康妍

宣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志兵夫妇。

  临别时，普法小分队为徐志兵夫妇送

上一副法治春联。

  “庭院普法送公明，田间坝头喜迎春，

横批：法润乡村。这个新春礼物好啊。”徐志

兵开心地说。

  让文本上的法律“活”起来、落下去，才能真正进到百姓的心里面。律师等广大法律

工作者，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广泛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将法律知

识送到千家万户，让法律根植于群众心底。通过“进村入户”面对面宣讲等形式，使关系

百姓切身利益的法律知识声声入耳、时时入心、家家知晓、人人明白，只有不断增强普法

宣传的实际效果，提升基层群众的法律素质，才能推动形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律师进村入户忙普法让民法“典”亮

　　昼夜更替，人流穿梭，“国门卫士”始终坚守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白衣执甲，一身藏

蓝，筑起安全屏障。中国边检，海外游子看到这4个字就是看到了家；人民警察，群众见到

这4个字就是见到了依靠。移民管理人民警察把根扎在边境口岸，付出汗水、忍受分离、承

担寂寞，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

□ 本报记者 韩宇 文/图

　　“手套、鞋套、面屏、连接处封

死……”1月25日9点半，辽宁大连周

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教

导员常亮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穿

上防护服。由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需要穿防护服执勤，他把早饭和午

饭合在了一起吃，尽量少喝水，然后

从专用通道走出隔离酒店，乘车前

往执勤现场，第四次参加闭环勤务。

　　“您好，我是周水子边检站办案

民警常亮，刘某强制措施变更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现在移交给你们。”

11点50分，常亮制作完毕法律文书

后，电话通知相关部门进行移交。

　　常亮带领的队伍主要负责处理

出入境现场发生的各类违法违规案

件，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整理案卷资

料，对旅客进行询问，偶尔也会帮前

台执勤民警维持现场秩序，引导旅

客分流，解答相关政策。

　　“我这个岗位，闲下来是最好

的，那就意味着违法案件越来越少，

国门安全无虞。”常亮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

　　下午4点50分，一天的航班结束

后，常亮回到隔离点。小年夜里，站

里为民警准备了饺子，他一边吃着

饺子一边与妻子和女儿打起视频电

话。常亮的妻子冷雪是该站执勤三

队的民警，正处于勤务后的集中隔

离阶段。一家三口以这样一种方式

“团聚”了。

　　“姑娘，奶奶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了？”“媳妇，再过两天你就能回家

了，家里过年还缺不少东西，你简单

置办一下吧，我下个月11号才能回

家，家里就辛苦你了。”常亮嘱咐着。

　　从2021年8月起，大连周水子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强化口岸疫情管

控措施，进一步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部署

开展闭环专项勤务，入境执勤组实行“14

天隔离执勤+14天集中隔离”的闭环管理

模式，民警一进驻就是28天。组织上

考虑到常亮“双警家庭”的困难，原本

想给予他适当照顾，他却主动请战：

“我是教导员又是支部书记，这个时

候我不上，谁上？”

　　常亮是该站参加闭环勤务次数最

多的民警。“每次进来就是将近一个

月，算起来半年内与妻子、女儿见面的

时间只有1个多月。”常亮说，“不能陪

家人过完整的新年，对他们亏欠最大。

但是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形势下，

我不回家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

　　与常亮一起执行封闭勤务的民警

王安邦，是2021年分配到该站的新警，

这是他第一次在坚守国门中过新年。

　　“自从来到大连工作后就没有回

过家，本想过年时穿着警服和父母拍

一张全家福，但我知道，国门需要有人

坚守，我不能做逃兵。”王安邦说。

　　11点20分，王安邦与常亮一起对

一名入境人员开展例行询问。询问完

毕后，王安邦调出执法记录仪里的录

像，把刚刚的询问情况制作成笔录。

　　这是他第二次进入闭环勤务，虽

然有了一定基础，但一些工作细节还

不是很熟悉。他按照师父常亮传授的

工作经验和心得，将案卷和询问笔录

整理成电子档案，再交由闭环外的同

事成册归档。

　　进入闭环勤务前，王安邦特意带

上哑铃、瑜伽垫等健身器材。每天勤务

结束后，他都会在房间里进行一些简

单训练，保证自己时刻有充足的精力

和健康的体魄应对执勤现场可能发生

的突发事件。

　　2021年至今，大连周水子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持续开展妨害国边境类违

法犯罪专项斗争行动，严防境外疫情

输入，全年共验放出入境人员6万余人

次，办理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0余起，一

个集体、5名个人分别获评“辽宁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大连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在大连空港口岸筑

起一道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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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常亮（左二）正在例行询问入境旅客。

  图为兰俊（左一）展示为村民书写的春联。

  图为欠薪纠纷调解现场。

　 图为律师普法宣传小分队在安宁渠村村民徐志兵家开展民法典知识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