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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幸福家园
吉林司法行政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志愿之城共治共享平安成果
吴忠市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图为日前，“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忠市“全民反诈”宣传大使王兰花参加反诈宣传活动。  黄雨霖 摄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刘中全

　　

　　吉林是农业大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吉林

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陈书记真是下洼村的好儿子……”

　 　“ 谢 谢 宋 书 记 ，帮 我 们 企 业 解 决 了 很 大 问

题……”

　　在吉林省珲春市、图们市，当村民们提起省司法

厅派驻的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时，无不竖起大拇

指真心夸赞。

　　如今乡村都有哪些新变化？第一书记们在村里是

怎样开展工作的？带着诸多好奇，《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走进珲春、图们的乡村，一一寻找答案。

让群众腰包鼓起来

　　8月18日，记者来到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小村

被群山环抱，宛如画卷一般。

　　“村里常住人口28户44人，人口老龄化严重……”

省司法厅驻下洼子村第一书记陈岩会对村里的情况

如数家珍。

　　2021年6月，按照省司法厅统一部署，陈岩会被派

至下洼子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驻村工作。

　　“我们按照抓党建、兴产业、打基础、整村容、齐治

理的目标，不断努力探索适合下洼子村的千村示范之

路。”陈岩会说，驻村后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村级党组织

建设，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带动村民积极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增强了党员凝聚力，为日后驻村工作开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驻 村 后 ，陈 岩 会 带 领 工 作 队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驻村干部带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领受

关卡值班任务；针对村民老龄化严重，先后两次开

展“防止老年人被网络诈骗”讲课；针对村民的邻

里矛盾，驻村工作队设立了“百姓说事点”；改建院

墙3000米……

　　为倡导村民积极参加文体活动，陈岩会协调有关

部门，在村西广场修建了一个500平方米的门球场，供

村里老人休闲娱乐。

　　据陈岩会介绍，村里2017年利用扶贫专项资金修

建了冷水鱼养殖基地，累计销售达80余万元；投资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为村集体每年创收1.6万元，截至目

前累计为村民分红10余万元。同时，村里围绕大麻哈

鱼增殖放流、洄游繁殖、研学参观等项目，大力开展民

宿旅游，持续为村民集体创收。

　　“我既然来了，就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想方

设法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村里的人居环境美起来！”

陈岩会说。

　　今年，下洼子村被珲春市司法局推荐为2022年度

“民主法治示范村”。

帮扶村里重点企业

　　东甸村地处图们市凉水镇西北5公里，紧邻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是一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小山村。

　　8月18日，在东甸村一处施工现场，一台推土机正

在平整场地，旁边已经建成的厂房内，工作人员正在

紧张作业……

　　“宋书记帮我们企业解决了很多难题，真的太感

谢他了……”德鑫农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建旺感激

地说。

　　2022年初，省司法厅驻东甸村第一书记宋亭蛟到

任后，围绕党的建设、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为民服务

四个方面开展工作，而该农业合作社是他的重点帮扶

对象。

　　“这是村里的重点企业，因生产需要，便把村边的

荒废地承包下来，但这块土地需要变更使用性质，为

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宋亭蛟说，企业需要将厂

内地面硬化，因此要把土地性质由荒草地改为集体

建设用地，但这需要东甸村党支部代表和村民代

表一致同意才行。为达成共识，宋亭蛟同杨建旺逐

家登门拜访，摆事实讲道理，详细说明企业发展对

村集体的好处。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得到

党支部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的一致通过，为企业未来

的发展壮大打下良好基础。

　　“作为包保单位的负责人，驻村工作半年以来，我

深刻体会到国家提出振兴乡村的重大意义，希望通过

不懈努力，争取让东甸村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早日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宋亭蛟说。

　　驻村工作队通过一系列努力，在村民心中树立了

吉林司法行政干警的良好形象。

发挥专长排忧解难

　　2021年10月，图们市凉水镇凉水村被确定为吉林

省重点发展的边境村。

　　“这里常住人口221户416人，下辖22个村民小组。”

省司法厅驻凉水村第一书记侯馨介绍说。驻村伊始他

便对全村进行入户走访，及时了解村民需求，为驻村

帮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省司法厅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侯馨在

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冲锋在前。

  3月初，延边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侯馨奋勇当先，

在防疫一线连续工作120多天，其间组织设立防疫卡

点、参与防疫巡逻、组织全民核酸检测，他负责扫码、

采样，深入开展“敲门行动”800余户，累计核酸检测采

样1万多人次。

　　“今年村里中草药种植规模比去年扩大7公顷，达

到35公顷。”侯馨说，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司法行政行

业优势，通过为村内某药业有限公司选择专业律师并

提供精准法律服务，与公司建立了良好关系。经过努

力，厂方同意与凉水村中草药种植项目签订合作合

同，解决了受疫情影响凉水村中草药种植项目出现的

困难。

　　“我利用公职律师身份，初步解决了连续困扰凉

水村多年果园抵押租赁和林地承包违约金难题。”侯

馨说。据了解，侯馨平时为村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

律解读等法律服务工作，截至6月底，解答村民各类法

律咨询150多条，提高了村民对司法厅的帮扶工作认

可度。2021年，侯馨被图们市委组织部授予乡村振兴

先进个人称号。

　　8月4日，吉林省司法厅厅长刘川以视频形式调研

厅包保村驻村帮扶工作，陈岩会、宋亭蛟、侯馨分别汇

报了今年上半年包保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刘川鼓

励驻村工作队再接再厉，在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

基础上，担当作为、埋头苦干，高质量完成全年驻

村帮扶工作任务。

送法到群众身边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8月8日和9日，下洼子村、凉水村的村民们收到了

省司法厅一份特殊的“法治大礼包”——— 在家门口欣

赏法治文艺演出和提供法律援助咨询。

　　据了解，按照《吉林省“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

活动实施方案》和《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实施法律

援助惠民工程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援助阳

光行动”方案》要求，由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赵成

杰带队，在下洼子村和凉水村开展了“弘扬法治

精神 助力乡村振兴”送法下乡法治文艺演出暨

“助力乡村振兴 法律援助与您同行”活动。法治文

艺巡演和法律援助同时“双下乡”，此举在全省尚

属首次。

　　演出中，吉林省曲艺团的演员通过小品、相声、

演唱等村民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为村民宣讲与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其间，穿插现场互动

有奖问答环节，在寓教于乐中宣传了民法典的相关

知识。

　　演出现场设立了法律咨询台，由专业法律服务

团队向村民宣传法律援助政策，并为老年人重点讲

解了土地流转、房产继承、赡养扶养等相关法律

法规。

　　陈岩会说，“通过此次活动，活跃了基层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真正将普法送到了百姓身边。”

　　据悉，省司法厅开展的全省法治文艺巡演已连

续开展4年，提升了普法工作整体效能。法律援助工

作已连续12年被列入省委、省政府民生实事重点

工作。

　　“全省已构建了城市半小时、农村1小时、偏僻

地区两小时的法律援助应急服务圈，可及时为困难

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诉讼代理等援助服

务。”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刘洪岩说，如今全省

共建立80个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实现省、市、县

三级全覆盖。截至8月末，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7512件，18154人获得法律援助，切实维护了困难群

众的合法利益，法律援助民生实事和重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

　　吉林省司法厅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乡村振兴

工作队实现了扶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

效衔接，开展法治文艺巡演和法律援助“双下乡”，

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服务的新需求，

打造了具有吉林司法行政特色的助力乡村振兴

品牌。

　　如今，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和谐、乡村振兴发

展的美好画卷正在吉林大地上徐徐展开……

□ 本报记者 申东

　　为了0.33亩土地的承包权，亲兄弟阋于墙。日前，

这起长达8年的土地纠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

通区金积镇派出所民警以及法官、检察官、司法所调

解员和村居法律顾问的共同努力下，兄弟二人签订了

调解协议，重归于好。

　　这是利通区全面推广“三官一顾问+N”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的一个缩影。利通区委政法委统筹政法

各单位力量，为辖区12个乡镇选优配强36名法官、24

名检察官、12名公安民警、12名法律顾问，开设“专家

问诊室”，每月10日进村入社区开展“问诊”活动，对各

村、社区排查出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进行集中化解，

及时解答群众的法律疑问，实现了老百姓“矛盾心结

不过夜、纠纷化解不出村”的目标。

　　在“三官一顾问”为主导力量的基础上，利通区积

极吸纳有专业知识、调解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仲裁员、

公证员、有威望的村干部、老党员和乡贤等，不断壮大

调解主体“N”力量，丰富服务项目“N”内容。目前，共

有186名人民调解员、771名村干部、95名乡贤进入“三

官一顾问”工作团队，紧盯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和社会

治安问题短板，及时调整和延伸服务内容，使新时代

“枫桥经验”落地生根。

　　“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五治融合’是社会

治理的一把‘金钥匙’，更是系统、高效、多维的有效社

会治理模式。我们把资源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走出了一条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子。”近日，吴忠

市委政法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吴忠市积极探索“五治融合”基层治理模

式，从碎片治理向集成治理、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突

击治理向长效治理、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系统治理转

变，通过把基层治理抓得实之又实、细之又细，不断提

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议事协商自治管理

　　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各村移民身份复杂，地域观念较强、风俗习

惯不同的群众容易产生误解和纠纷。

　　“以前村里有个大事，总觉得干部骗我们。现在

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对村干部自然就信任了。”红寺

堡区玉池村村民安生亮告诉记者，村里按照村民居

住区域划定范围，每15户推选出1名村民代表参与

议事，“55124”模式解决了不少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

问题。

　　“55124”村级治理模式，即以投票方式选举出村

民代表参与村务研讨，由“提出议案、民主议定、公布

告知、组织实施、监督管理”5步工作法组成，每步工作

都要建立台账，即“五联记录本”；由上级管理部门统

一提供“1”张“20+X”议事清单，为村级民主议事划定

范围；“2”是“乡村二级监督”；“4”是乡镇、县区、地市、

自治区四级联动督查。

　　“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通过村民代

表会议表决，村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让乡亲们心

里有本账，也能让事情办得更公道。”红寺堡区大河村

党支部书记伏聚鹏感叹，“55124”村级治理模式把乡

亲们拧成了一股绳。

　　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吴忠

市全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村务公开目录等“微

政策”，全力推行村民代表大会“55124”治理模式，规

范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48项便民

事项在村级实现全科办理，1100多个事项可以通过

“掌上查”，700个便民事项实现“指尖办”。

兰花芬芳德香满城

　　吴忠市有“志愿之城”的美誉，而这座城的名片就

是获得“七一勋章”的王兰花。今年72岁的王兰花，

2004年从利通区裕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了

下来。退休后，曾当过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的王兰花

坚持继续做好人民调解工作，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夫

妻之间感情不和等，王兰花都热心去调解。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的力量是无穷

的。”退休第二年，闲不住的王兰花联系6名离退休党

员干部和爱心人士，成立了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

务小组——— 王兰花热心小组，每天活跃在大街小巷，

走街串户为群众解决大事小情，发放党员便民联系卡

近4万张。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

毛蒜皮；内管柴米油盐，外管斗殴扯皮”。十几年来，王

兰花带领她的热心小组，先后为居民解决各类困难

7000多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0多起，开展公益活动

7000多场次。

　　王兰花热心小组还成功引进7家社会组织和爱心

企业，组建了矛盾纠纷调解等10支志愿服务队。现在，

利通区每个社区都设有兰花志愿者服务队站点，注

册登记志愿者超过6.5万人。

　　一支兰香，满城芬芳。截至今年6月，吴忠市登

记注册志愿者30.8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2.3%，注册

志愿服务组织1945个，实施志愿服务项目70286个。

累计服务时长2095万小时。“志愿之城”，名副其实。

法治护航文明乡镇

　　秋日的阳光洒满了乡间小路，每天早上7点，利通

区马莲渠乡义警队员郑燕都会准时骑着电动车穿梭

在马莲渠乡柴桥村的各生产队。车把上挎着的小喇叭

反复播放着“谨防电信诈骗，不贪图小便宜……”时间

长了，连村口的小孩子都能跟着顺口背出几句。郑燕

的背后，是一支由利通区公安分局金积派出所组建的

强大义警巡防队伍，民警亲切称他们为“平安瞭望

员”。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家宁义巡’和‘马莲渠义

警’是我们的平安瞭望员，更是我们公安工作的千里

眼和顺风耳，一定要在完善运行机制上下功夫，在常

态化坚持上见成效。”金积派出所教导员杨伟告诉

记者。

　　近年来，金积派出所打造“专巡+义巡”的巡防模

式，让义巡队伍成为派出所专业巡防的有力补充，真

正构建起了上下联动、共建共治的社会治安治理局

面。目前已组建了由246名村干部、网格员、治安积极

分子组成的“家宁义巡”和“马莲渠义警”两支义警

队伍。

　　同心县曾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万人律师拥有量

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从县城到东部的韦州等乡镇要

走80多公里山路，律师开展法律服务非常困难。为使

刚刚脱贫的村民也能享受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2020年4月，同心县司法局在王团镇、下马关镇、韦州

镇3个人口大镇的52个行政村试点开展“司法所+法律

顾问+法律服务队员”工作模式，以此带动全县公共法

律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档升级。

　　几年来，同心县实现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和村

（社区）法律服务队员全覆盖，累计选聘法律顾问18

名、法律服务队员110名。在县城，同心县司法局打造

了一支10人组成的“同心义警”，他们身穿志愿服务马

甲、胸挂志愿服务工作牌，哪里有矛盾纠纷，他们就第

一时间赶到，进行化解、调处，显得机动而灵活。

　　同时，吴忠市于201 9年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

“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法

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截至目前，吴忠市基本实现了

各行政村至少培养两名农村“法律明白人”骨干，

20%以上农户家庭有“法律明白人”目标。“法律明

白人”生活在农村，与村民朝夕相处，识民情、懂民

意，可随时开展普法宣传，打造全市农村法律“一小

时服务圈”。

　　几年来，吴忠市累计培养“法律明白人”7万人、骨

干2400名。青铜峡市峡口镇谭桥村、大坝镇韦桥村，盐

池县花马池镇四墩子村、大水坑镇新泉井村4个村被

命名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

“乡村地网”智享平安

　　盐池县花马池镇裕兴村处于城乡接合部，外来人

口较多。裕兴村通过“数字裕兴村综合治理平台”实现

了“互联网+社会治理”功能。“村民在手机上安装‘小

翼管家’客户端后，有什么问题，通过手机就可反映。

我们的网格员在大屏幕上就能看到诉求。”裕兴村党

支部书记季建军指着设在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大

屏幕告诉记者。

　　记者在大屏幕上看到，在“事件上报”一栏中，村

民们询问有关新冠疫苗接种、外省返乡政策、种植补

贴政策等，点击其中一条，可以看到详细内容及处理

进度。“村民的诉求通过平台分配到包户网格员那里，

由网格员负责解答解决。”季建军说。

　　而在红寺堡区，易地搬迁的村民也享受到了“乡

村地网工程”带来的便利和安全感。“通过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实时掌握村内的交通、卫生、治安情况，为村

民的生产生活保驾护航。”红寺堡区柳泉乡红塔村党

支部书记张千劳告诉记者。

　　目前，柳泉乡“乡村地网”工程覆盖率达100%。

社区民警利用“乡村地网”语音对讲功能，成功指导

52名群众防范电信诈骗风险，挽回经济损失67 . 9

万元。

　　“通过推行‘乡村地网’，让群众得到了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红寺堡区委

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乡村地网”提升了红

寺堡区基层治理智能化水平，让乡村治理的“眼睛”

“耳朵”“嘴巴”延伸到每个村组，农村地区盗窃案件

发案同比下降17%，21个行政村全年实现盗窃案件“零

发案”。

  图为近日，吉林省司法厅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村里开展普法宣传。     吉林省司法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