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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一大早，《法治

日报》记者驱车100余公里，来到怀柔区琉璃庙

镇。天气寒冷，山路崎岖，这些挡不住记者探寻

山中年味的热情。这一天，记者赶了“法治大

集”，和来村写春联的书法家们讨了法治春联，

还和琉璃庙镇司法所所长回访了一起司法确

认的案件，收获颇丰。

　　早上8点多，琉璃庙镇大集上，人流已经熙

熙攘攘。这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因此人来

人往，格外热闹。

　　放眼望去，大集上充满了烟火气，吆喝的

商贩，蔬菜瓜果、大红灯笼和春联，鸡鸭鱼肉、

各种副食粮油以及山里的特产，应有尽有。支

着大炉子烤红薯的香味，让人流连忘返。

　　再往集市里面走，记者来到了一个特殊的

摊位。

　　“父老乡亲们，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您办完

年货也别忘了往咱们摊儿上来瞅一瞅，赶一赶

法治大集。”循声望去，琉璃庙镇司法所的工作

人员拿着喇叭，已经在“摊儿”上吆喝了起来。

他面前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一本本小书和宣

传手册。

　　听着这热情的招呼，手里拎着鸡鸭鱼等年

货的群众围聚了过来，叽叽喳喳地问道：“咱这

法治大集都有啥啊？”

　　“您排好队，今天我们向大家发放法治宣

传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些小礼品赠送给您。更

重要的，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

在场的律师。”琉璃庙镇司法所所长石艳霞热

情招呼。

　　“我想要一个普法手册，没事了翻翻看看

学学法。”“给我一副法治扑克”……“法治年

货”一出场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大姐，这是民法典的小册子，您拿着。民

法典和咱老百姓生活最密切，是咱老百姓的权

利书。您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和法有关的难事

儿，随时上咱琉璃庙镇司法所来找我，我叫石

艳霞。”石艳霞热情地向一位大姐介绍。

　　“我认得你，石所长。你还来我们村里讲过

课呢。”一位大爷认出了石艳霞，和她打招呼。

　　分发完几百份宣传册和生活用品，十点

多，“法治大集”收摊儿。记者跟着石艳霞来到

了琉璃庙镇安洲坝村村委会。

　　一进门，眼前一番热闹景象。“大家走路时

当心点看着点儿，这脚底下可都是咱们今天的

心血，一会儿就发到村民手里啦。”喜气洋洋的

招呼声来自怀柔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吴艳军。

　　原来，这里正在举办“普法迎新春 祝福进

万家”活动。4名来自怀柔区书法家协会的老同

志正在给村民写春联送祝福。

　　“法安天下百业兴 德润人心万事顺”，一

副法治春联笔迹苍劲有力，墨迹还未全干。吴

艳军告诉记者，每年腊月底，怀柔区司法局都

会召集书法家们到农村给群众写春联，今天一

天，他们4人将完成两百多副春联，送给当地

群众。

　　在安洲坝村村委会，记者还见到了一位之

前采访过的老朋友——— 村居法律顾问于川律

师。一大早，于川就从通州驱车来到了安洲坝

村，除了和书法家们一起忙碌着分发春联，他

还想看看村里有没有什么法律需求。

　　“于律师，你们老来村里，和村民对接得怎

么样？有没有过空跑一趟的感觉？”“听说你们

律师事务所最近想在新媒体上发力，创新一下

给咱老百姓讲法的方式？”石艳霞向于川抛出

了几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于川也和她聊了一

些自己的新想法。

　　于川所在的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一直热

心公益普法，有20多名律师都是怀柔区的村

居法律顾问。每年，于川有30多个工作日都是

在怀柔的几个村里值班，开设“法律门诊”。

　　告别安洲坝村，记者跟随石艳霞来到了

附近的得田沟村。刚进村，村党支部书记韩

晶就迎了上来。“石所，年底这么忙，你们也

过来了。”

　　“前几日不是有一份司法确认的案件办完

了吗，我想来看看后续有什么情况没有，村民

满意吧，没再来找你吧？”石艳霞问。

　　“没有，村民很高兴，他们知道经过司法确

认就有了法律效力了。拖欠了好多年的工程款

都拿到了，他们很高兴。最近都忙着置办年货

呢。”

　　“那就好，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还是随时

给咱所里打电话。”

　　韩晶告诉记者，得田沟村民风淳朴，平日

里村民间也都很和谐。偶有一些相邻纠纷或者

赡养、继承类的法律问题，村民都会过来找村

委会，村委会再和司法所联系，问题都能很快

得到解决。

　　又聊了些村里的近况，石艳霞才放心地

离去。

　　炊烟升起，年味更浓。石艳霞他们还要赶

回所里值班，为群众站好法律岗。

走，去怀柔山里赶“法治大集”

　　新春走基层，每年都有新的收获和感动。收获的不仅有风土人情，还有年味

里散发出的温暖。

　　过年，意味着除旧迎新，意味着阖家团圆。但总有一些人，为我们平安过年，

幸福过年，一年一年守望着。

　　基层的法律守望者，他们很平凡，平凡到活动范围只在那个山区。他们不显

山不露水，只把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丛 丽 周建霞 文/图

　　1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天津市武清区司法局东蒲洼司

法所忙碌如日常，上午8时30分，社区矫正对象谢某到东蒲洼司

法所报到。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两个月，缓刑两年。

　　“我们是天津市武清区司法局东蒲洼司法所工作人员，现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对你进行询问……”这是该所

负责人苏俊宇与同事于春林对谢某的首次谈话。

　　“要按时签到，定时提交情况报告，参加公益活动……”苏俊

宇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刑罚措施，你要珍

惜此次机会，服从监督管理，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深刻反省此次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

　　“我一定遵守法律法规，争取顺利度过矫正期。”谢某表态。

　　在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干部与家属组成的矫正小组的

见证下，苏俊宇与同事石嵩岩完成了对谢某的入矫宣告。时针指

向11时30分，她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两箱牛奶与“福”字年画示意

石嵩岩：“走，我们去孟某家里看看。”

　　因其罹患癌症且身体残疾，孟某在社区的矫正与其他社区

矫正对象稍有不同：司法所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完成日常的报到

与教育。见苏俊宇、石嵩岩又来看望自己，孟某热情地把二人迎

进屋内，倒水、让座，汇报自己近期的学习感悟。

　　看到孟某条理清晰、字迹工整的学习笔记，苏俊宇欣慰地

笑了。

　　东蒲洼司法所所在的东蒲洼街道位于武清城区西北部，系

武清新城的中心地段。随着近年来区域经济不断发展，未来新房

的不断交付、辖区人口越来越多，司法所面临的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

　　为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东蒲洼司法所坚持监督管理

与教育帮扶两手抓，将严格管理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做到思想

教育监管从严，生活家庭关心到位，使社区矫正对象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发自内心地改造自我，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在此基础之上，司法所在工作中注重与网格员的衔接配合，

积极参与社区入户走访，排查邻里之间多发的纠纷隐患，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同时做好预警预判，切实将纠纷苗头消灭在萌芽，

化解在基层。

　　在多方努力下，东蒲洼街道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大厅、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与信访接待大厅合署办公，初步形成了矛盾

化解与社会治理的“合力”效应，普法宣传的社会效果也日益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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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是基层司法行政人的常态；忙而有序是东蒲洼司法所现状，体现了团队

的团结和高效的协作。

　　充满活力有闯劲是记者对该司法所团队的第一个直观印象。在这里，尊重每

个人的想法，形成了有序的执行，产生了奇妙的“催化”作用。勇于担当是记者对

司法所团队成员的另一个印象。在这里，每一位工作人员相互补位、迎难而上，努

力工作的结果使在册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情况发生率为0，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帮教率均为100%。

　　他们用心守护着法律的尊严，用情服务着身边的群众，用激情与实干谱写着

社会和谐乐章。

  图为1月12日，东蒲洼司法所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入矫宣告。

□ 本报记者  马 艳

□ 本报通讯员 韦海峰 杨慧敏

　　1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龙岸镇

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龙岸人民法庭

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今天这起纠纷一定要调解好，准备过年

了，年轻人陆续返回家乡，矛盾很容易激化升

级。”龙岸法庭副庭长韦荣子边整理案卷材料

边对同事说。

　　顺着蜿蜒的村道，警车开入珠江村上雅

林屯。这是一起相邻住户因排水问题引发的

纠纷。阿成和阿兴本是堂兄弟，过去两家共用

一条排水沟。但去年，阿成修建围墙堵住排水

口，阿兴两次将围墙打通排水，两家产生纠

纷，阿成将阿兴告上法庭。

　　这起纠纷看起来很琐碎，但处理不好两

家就会结下梁子，甚至有可能引发民转刑案

件。为了妥善处理纠纷，法官们昨天已经上门

进行实地调查，今天带着调解方案，并组织一

站式多元解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二次上

门联合调解。

　　“成叔，邻里之间就是要互帮互让，这是

历史上就有的排水沟，一直都是两家共同使

用，我们不能一堵了之啊，小事处理不好以后

就是子孙后代的大事。”

　　“兴叔，正常生活用水可以排，但是应该

避免排入生活污水，影响隔壁家的生活。”

　　调解现场，调解组找准双方的心结，采取

背对背的方式分别做双方思想工作。看着这

么多部门共同参与调解，两人没有了往日的

剑拔弩张，终于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方案。

　　眼看着调解进展顺利，龙岸镇副镇长梁

宇拟好调解协议书，让双方签字确认。可阿成

临时又改变了想法，不愿签字和解。经验丰富

的调解组再次和阿成单独沟通，1个小时过

后，终于解开阿成的心结，副庭长韦荣子将两

位当事人的手握在一起，大家的脸上都露出

了笑容。

　　“民事纠纷没有小事。群众找到调委会，

找到法庭就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把

工作做在前，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让

大家案结事了，开心过年。”调解现场，河池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闭克武说。

　　调解结束，阿兴和阿成纷纷向调解组致

谢，一起常见的因农村旧房改造引发的相邻

排水纠纷圆满调解成功，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警车掉头，赶回法庭。

　　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村屯，法庭主动延伸

触角，在市、县两级法院的指导下，明确“一村

一法官”制度，积极开展无讼村屯创建活动。

　　集中法治教育活动结束后，法官们又驱

车前往山口村，了解当地“无讼村屯”的创建

情况。村民们对创建活动赞誉有加，去年一

年，村里都没有矛盾纠纷上交。

　　“辛苦法院干警了，增加了你们的工作

量，对我们村帮助很大！”山口村党支部书记

蒙寿全说。

　　“诉前工作做多了，案件就少了。去年大

家工作做得很扎实，法庭一年都没有审理过

邻里纠纷的案件，全部化解在一线，效果非常

好。”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王俊

说，2022年，河池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成效显

著，全市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首次迎来下降，

全市同比下降8.31%，罗城县同比下降6.44%。

　　辗转之间，时钟已经指向了中午1时。大

家回到法庭刚想就餐，一名群众走进法庭咨

询立案事宜。法官们又迅速回到岗位，了解情

况后为其办理立案。

　　下午4时，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联

合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在仫佬族群众聚居的东

门镇中石村石围屯举行普法活动，龙岸人民

法庭的法官一起参与。宣讲结束后，法院干警

还与仫佬族群众一起拔河、唱山歌，歌声久久

回荡在仫佬山乡。

仫佬山乡的“平安无讼经”

记者手记

　　秉承民事纠纷无小事的理念，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龙岸人民法庭积极构建村

屯无讼、矛盾一站式多元化解的治理体系，全

面融入平安小镇创建工作中，延伸法庭触角，

助力基层治理，从根子上提升群众的法律意

识，从根本上解决法治乡村建设的痛点问题。

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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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莹

□ 本报通讯员 陈聪劲 文/图

　　1月16日，福建省泉州市迎来入冬以来气

温最低的一天，恢复正常勤务模式后的泉州

监狱二监区也迎来了会见日。

　　早上7时20分，离会见开始还有40分钟，泉

州监狱二监区民警已经身着常服，提前来到

会见大厅，着手开始会见的准备工作，暖心服

务罪犯与家属的特殊团聚。

　　检查电脑、取号机、狱务公开屏等电子

设备，提前烧好热水，准备好便民服务包、口

罩等物品……7时40分，一切准备就绪。此

时，会见厅门外已经排满了不少前来等候的

家属。

　　寒风中，家属们眼中涌动的期待尤为瞩

目。二监区的民警按照预案，引导每个家庭前

来会见的人员分出一人排队取号，同时引导

家属中的老年人和妇女幼童先行进入候见大

厅避寒，对家属队伍进行有序导流。

　　在物品寄存处，还有民警引导前来寄存

私人物品的家属有序存放，不厌其烦地反复

交代家属开柜取物的注意事项。会见办理开

始前，排队的家属就已经完成了前期所有的

预检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但对于三年没有会见的家属来说，这些都

将缓解他们因对程序不了解而产生的担心，

也能让他们更快地见到自己的亲人。”泉州监

狱二监区副教导员章君介绍说。

　　会见厅内，一个女孩找到现场民警寻求

帮助，神色有些紧张。

　　原来，女孩的父亲在监狱内服刑。得知有

这次会见的机会，本来生病住院的爷爷不听家

里人的劝告，非要亲自过来见见她父亲。“能不

能安排我们早一些会见，结束后我们还要送老

人回医院继续治疗。”女孩小心翼翼地说。

　　负责现场秩序的章君了解情况后，马上让

民警为老人送上了一杯热水，并及时与会见中

心民警沟通，将他们一家安排在第一批会见队

伍中。

　　老人结束会见后，不断向每一位遇见的民

警表示着感谢。“口罩之下，他看不清我们的面

孔。但我们知道，他感谢的，是每一位保障会见

有序开展的民警。”章君深有感触地说。

　　“警官，警官，我的电话听不见！”“警官，

警官，我的电话声音变小了！”会见开始后，接

二连三有家属向民警反映会见设备出现了

问题。

　　“尽管我们已经提前几天就对会见设备

进行维护和检修，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仍然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线路故障。”泉州监狱二监区

监区长曾磊说，为了保障会见正常进行，监区

特地在每批次的会见中预留好了备用窗口，

防止因为机器故障造成家属会见的困难。民

警的身影在现场来回穿梭着，帮助家属转换

窗口，重新开启通话，补上时间。

　　每一次开启备用窗口时，总能听到家属

不断地和现场的民警道谢。“谢谢你们，好不

容易来一次，听不见声音就太难过了。”一位

家属在会见后激动地说。

　　据了解，本次二监区参与会见的罪犯一

共为6批次143人次，涉及家属400余人，所有家

属都能按规定时长完成会见，没有因为硬件

问题造成缺时短时。

　　“警官，不好意思，我来得比较急身份证

忘带了。”“警官，我第一次来会见，先前没有

收到入监通知书，该怎么办？”“警官，电脑上

没有我的信息资料，该怎么办？”……

　　咨询台上，面对家属提出的各种各样的

问题，泉州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指导员陈芳

艺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符合条件

的家属都能参与到这阔别已久的会见当中。

为此，我们着实伤了不少脑筋。”陈芳艺真诚

地说，民警努力在家属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证

明材料中确认是否符合会见条件，通过监管

系统信息辅助验证忘带证明的家属身份，甚

至还帮助家属拨通当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

远程确认家属身份，帮助解决因材料不齐等

问题的家属完成会见70多人次。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开过‘后门’了。”经

办民警一边忙碌着，一边还开着玩笑打趣道，

“但该开还得开，我们在工作中多做一点，家

属们就能多倾诉一句思念，这是值得的。”

高墙内的特殊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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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夕，泉州监狱二监区的民警坚

守在关键岗位，为罪犯提供了一次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 ，也坚定了罪犯改过自新的

决心。

　　作为高墙的守护者、净化灵魂的教育者和

国家安全的捍卫者，近年来，泉州监狱二监区

注重发挥亲情帮教作用，在特殊时期开展“场

景式亲情视频电话”项目，为10余名罪犯事实

困难子女提供帮扶帮教，让社会公平的阳光照

进每一个角落。

  图为1月19日腊月二十八，怀柔区司法局联合琉璃庙镇司法所开展“法治宣

传赶大集 普法惠民迎新春”普法活动。            彭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