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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举办“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训班

播撒法治火种 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濒临淮河、地处洪泽湖南

岸，除了闻名遐迩的“盱眙龙虾”外，其实还有着灿烂的

历史文化。

  盱眙县自汉代起就是中原与江南文化交流的重要

通道，系唐宋时期古泗州州府所在地。目前县域内遗存

有东阳城、项王城等古遗址。据不完全统计，盱眙县境

内已知古代墓葬、墓群104处，文物保护点300余处。

  然而，由于文物保护力量薄弱，盱眙县域内盗墓活

动一度十分猖獗。仅2020年以来，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就

办理了盗掘古墓葬犯罪9件28人，有力震慑和打击了盗

墓、倒卖文物等犯罪，并通过提起5件23人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探索文物保护新路，督促追缴13件文物顺利

回归博物馆。

  案里案外，盱眙检察机关是如何用“检察之剑”守护

灿烂汉墓文化的？《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进行了深入采访。

参与办理大云山盗墓案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文物保护力量相对薄弱，

‘先被盗后发现’‘先被盗后保护’的案件比占到了六成

以上。”盱眙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李军和说

起多年来该院办理过的盗墓案可谓“如数家珍”，这其

中就有14多年前震惊中外的大云山盗墓案。

  2009年1月15日，与盱眙县相邻的安徽省天长市公

安局将犯罪嫌疑人毛卫星等16人盗墓团伙涉嫌盗掘古

墓葬案，移送到了盱眙县公安局。案发当时，天长警方

在巡逻时接到群众报警，称一辆路边停放多日、满车身

泥巴的小轿车，有人在车内几天没动静。警方到现场后

发现车内有两具尸体。经过侦查，很快其中一名死者身

份确认为有过盗墓案底的赵建新，警方顺藤摸瓜迅速

抓获了相关嫌疑人，并查清被盗墓葬在盱眙县境内。

  后经过盱眙警方进一步侦查，还原了案发过程。该

盗墓团伙在半年前就来到盱眙县东部的东阳城遗址附

近寻找古墓葬，在发现马坝镇东阳村大云山有墓葬痕

迹后，毛卫星伙同赵建新等13人，佯装开发山地，乘着夜

色使用铁锹、炸药等工具开洞盗挖。在打盗洞过程中，

由于使用炸药导致墓道垮塌，炸药又瞬间耗尽氧气，导

致4人中毒晕倒并先后窒息身亡。

  案发后，经相关专家调查踏勘，基本认定案件发生

地为一处古墓葬。2009年2月下旬，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

所迅速组织了考古队伍，赶赴大云山进行了近一年的

考古勘探与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发现。原来，

这是一处极为壮观的陵园式诸侯王级别的西汉早期古

墓群，面积达25万平方米，墓园内发现有大墓3座，武器

坑2座，车马坑1座，各种等级的陪葬墓多达13处。棺木里

有大量金缕玉衣，部分玉衣上金丝保存完好。

  考古专家最终确定墓主人系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

母兄弟——— 江都王刘非。而这次考古，也被选为“2011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我们在办案中与当地政府、派出所和文化局联

系，提出加大保护大云山古墓葬的意见。”时任盱眙县

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的汤步云回忆说，通过办案发

现了基层社会组织和群众对盗墓犯罪不警惕的问题，

此后有关大云山古墓葬的历史价值等得到了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探索文保领域公益诉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文物保护领域并未纳入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

盱眙县检察机关是如何破解其中法律难题的呢？

  记者了解到，随着司法水平的不断进步，该县检察

机关办案理念也不断变化、提升。其中，2019年该院办理

了张金好等5人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案，该案是江苏

首起盗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9年9月8日晚，盱眙县公安局民警在城区一家酒

店，现场抓获了倒卖汉墓随葬品的嫌疑人赵立臣，并一

举破获了盱眙县官滩镇甘泉山盗墓案。该案办理中，检

察机关首次提起了盗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焦点是，环境资源类案件是否应当包含盗掘

古墓葬？在盗掘和贩卖的非法利益链中，贩卖行为是否

应当对盗掘行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该案承办检

察官胡继家回忆说，为了对相关专业问题进行研讨，检

察机关邀请了江苏省文物保护局、淮安市博物馆的数

名专家参与论证，一致认为盗掘行为破坏了古墓葬的

完整性，改变了原有保存环境，不利于墓葬内文物的继

续保存和考古研究，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

以在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围绕因消除危险而

产生的抢救性考古费用、后期文物保护费用等，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2020年11月13日，盱眙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支持了

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请求，庭审中，

倒卖文物的被告人王某愿意就民事部分作出赔偿。合

议庭采纳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意见，在作出刑事判决

同时，判决4名被告人连带承担甘泉山古墓葬抢救性考

古挖掘费用2.7万余元。

  “本案涉及的甘泉山古墓葬群濒临洪泽湖沿岸，秦

汉时的项王古城南侧，位于洪泽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与淮河、洪泽湖的发展史密切相关，保护古墓葬就是保

护淮河、洪泽湖生态环境和资源。”盱眙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潘凌云介绍，盗掘古墓葬侵害了国有财产所有权，

损害了国家利益。非法出售、收购、居中介绍买卖国家

禁止买卖的文物，一方面造成地下文物数量的减少，同

时破坏了古墓葬的完整性，改变了原有保存环境，不利

于墓葬内文物的继续保存和考古研究，侵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

  据此，该院依据文物保护法、参照《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和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人文遗

迹融入环境因素，有效拓展了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外延，

成功办理了该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021年，该

案例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四批全国文物行政执法指导

性案例。

  “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

与文保部门密切合作，厘清抢救性发掘合理费用，邀请

文保人员为案件审理提供专家意见，形成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合力。通过严厉打击该起案件，截至目前我县

再没发生过盗墓案，群众对古墓葬和文物保护的意识

也得到了有效提升。”潘凌云说。

  据了解，盱眙县法院已经判决支持检察院提起的

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5件23人，共计

追缴赔偿金额30余万元，其中两起判例被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评选为年度环境资源案件典型案例。

拓展职能强化保护合力

  记者了解到，2021年江苏高院发布环境资源案件十

大典型案例，其中盱眙县法院判决的杨文涛等8人盗掘

古墓葬案就位列其中。该案中的盗墓团伙在盱眙县、天

长市跨省作案，被盗挖墓葬及出土器物包含二级文物1

件，三级文物4件。2021年11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

处杨文涛等8人有期徒刑5年至1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

金；同时判决被告人在各自参与范围内对抢救性考古

发掘费用15.6万余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文涛等人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据了解，该案件判决后，盱眙县检察院与天长市人

民检察院于2022年12月8日会签了“环东阳城古墓群跨区

域保护联动协作机制”，推动解决人文遗迹文化传承、古

墓葬治理管护、民事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通过公益诉讼助力地下文物传承

与保护，盱眙县检察院在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下，不

断拓展检察职能，争取各方支持形成对古墓葬和地下

文物保护合力。在公益诉讼中联合县文广旅局，邀请江

苏省文物局、博物馆专家举行“妨害文物管理公益损害

研讨会”等，就古墓葬损毁价值认定等问题开展研讨，

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专家意见。

  庭审中，检察机关又多次邀请盱眙县博物馆专业人

员出庭作证，阐释古墓葬抢救性发掘的重要性、必要性，

以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合理性，供法院参考。

  2021年1月，盱眙县检察院还联合县公安局、法院、

文物局联合发布《盱眙县关于开展打击文物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的公告》，有力打击、震慑了盗掘古墓葬、非法

买卖文物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履行

文物移交保存义务，将国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6件

以及一般文物等涉案文物及时移交县博物馆统一集中

保管，并推动其建立健全涉案文物移交长效保护机制，

打通文物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刑事打击加民事追偿让盗墓案销声匿迹
江苏盱眙以“检察之剑”守护灿烂汉墓文化

□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乡村治，天下安。

  25年前，一颗“民主法治村”的法治火种在浙江宁波

点燃，星火蔓延，如今全国已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4900多个。 

  8年前，一颗“法律明白人”的法治火种在江西抚州点

燃，星火蔓延，如今全国已培养“法律明白人”380多万名。

  浙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和法治中国

建设的重要实践地。当“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与“法律

明白人”相遇，又会碰撞怎样的火花？5月28日至6月1日，

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主办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滕

头乡村振兴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法律

明白人”代表参加。

  这是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继2020年在宁海举办首期

普法骨干培训班后又一次线下培训，实现全国所有省

（区、市）全覆盖。

  培训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以专家课堂教学、

现场观摩教学、村支书教村支书、学员互动讨论等形

式，讲授民法典、法治乡村建设等内容，切实提升“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法治素养和能

力，播撒法治火种，助力乡村振兴。

把培训班办到示范村里去

  从“海上蓬莱”到“应梦名山”，奉化不仅山海秀丽、

人杰地灵，还因拥有“世界十佳和谐乡村”殊荣的滕头

村而闻名中外。

  “把培训班办到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里去，到示范

村现场教学，村支书给我们当老师，这样的学习形式耳

目一新！”学员所点赞的这个村，正是青山碧水胜桃源、

法治氛围别样浓的滕头村。

  一头铜牛雕塑挺立在村口大石上，“一犁耕到头，

创新永不休”，这一滕头精神让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洛

门镇郭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康际敏倍感振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康际敏而言，这场学习

来之不易，两村相隔数千里，辗转近21个小时才抵达，这

场及时的“法治充电”，让他有机会深入发源地，循足

迹，学思想，更加深切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努力实现学为民所用。

  5月29日，奉化高温达37.8℃，上午九点，滕头乡村振

兴学院操场上，随着雄壮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144名“法律明白人”整齐队列肃然而立，接受烈日和

庄重仪式的洗礼。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在开班动员

中强调“法治很重要、法治很有用、村支书很关键，乡村振

兴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村

支书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得到了学员共鸣。

  村支书要当“法律明白人”，指的是村里具有比较

好的法治素养，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积极开展法

治宣传、带头参与法治实践的人员。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石牛镇金牛街社区党总支书

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刘一学的学习感受是，“坚持党建

引领，循法而行、依法而治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党

员干部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一个人带动一

群人，一群人带动一片人，为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筑

牢法治根基”。

  一个先进村就是一本法治乡村建设实践的教科书。

  “百闻不如一见，浙江乡村治理成效显著，大街小

巷都很整洁，有个别村路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证明村

规民约已经深入民心，共同维护卫生环境成为行动自

觉。”在广东省广宁县南街街道江美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升传眼里，法治氛围浓厚是浙江乡村的特

色，不论是公园长廊还是草坪灯箱，无处不在的法治宣

传，值得学习借鉴。

  一个村接一个村的观摩学习，新疆兵团司法局普

法与依法治理处负责同志挖掘到了乡村振兴密码：基

层治理必须依靠法治，有一个好带头人、有一个产业依

托、有拧成一股绳的百姓、有法治的强力保障，通过“四

有”才能真正实现富有。

  全国“八五”普法讲师团成员、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

学院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中心负责人围绕“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引领法治乡村建设”主题作专题报告，条分缕析、

娓娓道来。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关键是务实管用！”

  “学先进、找差距、补短板，开阔视野、增强本领、提

振信心！”

  “浙冮农村的今天就是中国农村的明天！”

  深入浅出的专家授课、别开生面的实地教学、干货

满满的经验分享，让学员从不同维度感受“乡村要振

兴，法治必先行”。

发挥法治示范村示范作用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

  宁波是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的发源地，今年是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开展20周年，该活动是

由司法部联合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通过为符合一

定条件的村（社区）命名，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广

大农村群众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实践，健全党组织领

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该活动创建以来，推广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余村

经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村民说事”制度、乡村治理

积分制，推动从个别“盆景”发展到全国“遍地开花”。

  这些被推广的创新经验，通过村支书的面对面讲

解，更立体形象地展示在学员面前。

  宁波市滕头村、民乐村、九龙湖村、冠英村、墩岙

村，湖州市余村村、杭州市小古城村、嘉兴市博儒桥村、

绍兴市外婆坑村、金华市沙畈村等村党组织负责人，以

及宁海县纪委相关负责人相继走上讲台，围绕党的二

十大精神、良法善治、“三治”融合、数字法治乡村建设、

小微权力清单等主题，深入开展案例交流，分享务实管

用的经验做法。

  矛盾纠纷化解调处、农村改造资金筹集、燃放烟花

爆竹、家禽饲养……聚焦乡村治理中热点难点问题，学

员掀起热烈讨论。

  滕头村民安物阜的风貌、金娥村错落有致的新房、

溪里方村古色古香的地标、方家岙村风味有趣的法治

表演……四个村的现场“取经”，让山西省灵丘县武灵

镇庄头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副书记郑倩仪勾勒了一

幅宁波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素描图，她说，必须将这些经

验学活弄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协同发力，提升基层

治理能效，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能量。

  四个村的现场教学，同样让今年62周岁的河北省定

州市高蓬镇钮店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赵建平记下了

这一笔：最值得学习的是他们注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贯彻落实，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深入浅出地

讲解法律条文，结合本村实际让村民真正理解和认识

到法律的重要性，充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在乡村现场教学，学到了很多课堂里接触不到的

东西，金峨村老支书周康健27年如一日，带领村民把破

村落建设成新家园的这份坚守，这份信念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我们要时刻坚守这份信念，脚踏实地投入到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之中。”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外炮村

党支部书记田飞深有感触。

  让辽宁省北票市马友营乡小勿兰村党支部书记张

国锋钦佩的，是外婆坑村村支书林金仁今年69岁了，但

工作热情不减，扎在村里33年，带领村民从过去有囡不

嫁外婆坑的贫困户到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共同富裕样板

村，值得鼓掌喝彩！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黎族村落，摇身一变成为当

地颇有名气的网红民宿村，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村党支部副书记符儒建的体会是，“美丽乡村离不开民

主法治建设，回去要结合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因

地制宜，让美丽乡村因法而更美，努力打造成生态环境

优美、人民富裕安康的现代化民主法治示范村”。

  示范创建活动重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而非一命

名了之。自2019年起，司法部联合民政部每两年对已命

名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进行一次复核，在

2021年度复核中，注销了14个、撤销了126个村社的这一

称号，加强动态管理，确保创建质量。

让法律明白人更明白法律

  5月30日上午，由浙江省民法典讲师团成员、浙江星

韵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带来了《民法典八大热点问题解

读》，让贵州省纳雍县骔岭镇小屯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红

激起了学深学透民法典的冲动感，“民法典是我们工作

生活中的必备法律武器，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宝，回去

以后一定要组织村民认真学习，让每一个老百姓都知

道用法典来保护自己。”

  三天法治培训，让乡村“法律明白人”更明白法律。

  法律明白人有“三缘”优势：血缘、亲缘、地缘。

  法律明白人有“三情”资源：乡情、亲情、友情。

  天天生活在村里，熟悉村里的人头地头、民情民

意，能够随时随地化解矛盾纠纷，“法律明白人”是老百

姓叫得应、用得着、一直在的一支基层法治队伍。

  2015年，乡村“法律明白人”起源于江西抚州市崇仁

县，此后八年间，司法部调研总结推广了这一“江西经

验”，中央发文要求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并纳

入全国“八五”普法规划中的四个专项工作之一，对遴

选、培训、使用、管理、考核等相关工作出明确规定，推

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基层法治人才保障。

  全国各地都在采取多种方式搭建平台加强培训，

已有7个省份开办培训网校，全国“法律明白人”网校建

设也已提上日程，重在提升培训质量，为“法律明白人”

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383.9万名，

25个省（区、市）实现每个行政村有3名“法律明白人”。

  培训期间，学员还围绕全国普法办组织编写的“八

五”普法统编读本《“法律明白人”普法读本（讨论稿）》

的内容展开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力争让读本更接地

气、更实用管用。

  黑龙江省讷河市龙河镇勇进村党支部书记战文感

慨，这次学习让他真正成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明

白人，今后将更自觉学习、宣传并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重在主动收集社情民意，及时

依法解决村民各类矛盾纠纷，全方位推进村务依法民

主管理，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学无止境，只有不断地充实进步才能适应新农村

建设需要。”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营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柱认为，除了学习创新精

神，还要学习法治精神，增强对农村政策法规的理解，

增长处理解决矛盾纠纷的技能，积极发挥法治力量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现代化农业园区。

  从学院课堂切换到乡村学堂，重庆市南川区木凉

镇汉场坝村党委书记李先进深入思考未来：我们村起

步早、发展相对较快，相对遗留问题也较多，加强民主

法治建设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今后要重点加强“法律

明白人”的选培工作，推进“法律之家”建设，强化“法治

观测点”运用，真正向先进靠齐。

  从古都来到江南，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

办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娜方向更明确：法治

才是治村长久之计，全体党员要争做“法律明白人”，在

全村营造坚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法润乡村，生机无限。

  “希望培训的村支书法律明白人能成为示范、成为

种子，回到省里、市里、县里，层层带动，拓展培训成

果……”随着144名乡村“法律明白人”返程，144颗法治

火种将播撒天南海北，孕育法治乡村新希望，激活乡村

振兴新动能。

制图/李晓军  

  图① 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主办的“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在浙江省宁波市

奉化区滕头乡村振兴学院举行开班仪式。

  图② 培训班学员列队参加升旗仪式。

  图③ 培训班学员向授课专家请教民法典相关问题。

  图④ 培训班组织学员走进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开展现场教学。

  图⑤ 培训班学员在进行分组讨论，分享学习心得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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