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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时不等人，春日胜黄金。春耕生产，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的关键，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连日来，各地政法机关延伸服务触角，维护春耕生产秩序，依法惩

治制售伪劣农资等涉农违法犯罪，积极开展普法工作，排查化解涉农

矛盾纠纷，为粮食安全提供高效法治保障。本报今天刊发一组报道，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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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春耕农忙“平安乐章”
各地开启法治护航春耕模式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春雨时节，草木萌生，随着无人机镜头的不

断拉近，一片片冒出新绿的农田在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监督大数据中心的屏

幕上逐渐清晰，一些白色的污染物显现在眼

前……近日，为护航春耕生产，锡山区检察院公

益诉讼无人机巡航小队将巡航影像数据采集瞄

向了“农田上的污染”。

　　“我院曾办理一起农药种子等包装袋被随

意丢弃损害农田及水源公益诉讼案件。为确保

类似情况不再发生，今年春耕伊始，我院将农田

生态列为当季无人机影像采集重点，周期性巡

航辖区主要农业乡镇。前不久，我们就某农业园

区存在较多农田污染问题进行了联络整改。”锡

山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杨帆介绍说。

　　工作中，锡山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数字检察

对塑造新质法律监督能力的引擎作用，利用无

人机、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为“护航春耕”法律

监督工作取证、固证插上“翅膀”。

　　人勤春来早，农事催人忙。放眼沃野田畴，

从南到北，各地陆续进入春耕时节。为确保春耕

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政法机关积

极延伸服务触角，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开启

护航春耕新模式、打好护航春耕组合拳，奏响农

忙“平安曲”，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

好步。

化解涉农纠纷

　　草长莺飞，农事渐忙。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

族镇莲农老蓝等人正在忙着给莲田消毒。今年

他们再也不用为宣莲用水的事发愁了。

　　“我们村种了很多宣莲，田里干旱缺水，水

渠又破损严重，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帮助解决引

水灌溉问题。”2023年3月初，老蓝拨打了武义县

社会治理中心的8890民生热线，这份民意诉求

马上被转到驻点检察官的案头。

　　“武义宣莲”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主产

于武义县南部山区柳城畲族镇，种植、加工、销

售宣莲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武义县检

察院从民生热线中获知问题线索后，专门安排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同县人大代表、白洋街道

下邵村党支部书记邵鲜金前往宣莲主产区，对

莲田干支渠年久失修导致的淤积堵塞、破损垮

塌等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并于2023年3月下旬向

农业主管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加强管护修复工作。

　　农业主管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先行对淤堵

问题突出的渠段进行应急疏通，而后编制整体

修复设计方案，对700余亩莲田开展水利设施治

理，维修及新建渠道共计9244米，直接受益农户

达2000余户。

　　3月春耕忙，湖南省临湘市汇民合作社的全

自动育秧流水线正在高效运转，60余户村民也

拿到了第一期的土地流转款。然而，四个月前，

双方还在就土地流转问题僵持不下。

　　2023年10月初，汇民合作社与60余户村民签

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将该村200余亩土地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给合作社，租赁期限为30年，

首次支付3年租金。但在该合作社对农田进行

“宜机化”改造时，遭到了村民反对，导致项目停

工。临湘市人民法院立即联动信访局启动访源

诉源共治会商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分头深入村

组、合作社了解情况。

　　“大多数村民要求首次支付10年流转费，但

合作社无力承担。”临湘法院立案庭庭长徐锦很

快找到了矛盾症结。

　　在调解会上，徐锦一方面劝说村民代表适

当让步，另一方面从企业长远发展上建议企业

增加首次支付金额。双方松口后，村民代表召集

村民通报了情况，工作专班成员也分别就土地流

转价格、附属设施建设以及合同期满的后续问题

等为村民进行了答疑。今年初，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合作社先行支付6年租金，往后逐年支付剩余

租金，并与村民重新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近年来，临湘法院善用主动约访、带案下

访、上门回访、联合息访工作法，通过访源治理

化解涉农纠纷，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优化服务举措

　　为确保春耕顺利进行，甘肃省司法行政机

关主动优化举措，以法治之力护春耕、促生产。

　　甘肃省民乐县司法局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

心及186个法律援助联系点的辐射作用，组建土

地流转法律服务团，通过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

律文书、承办涉农法律服务案件等方式，主动参

与涉农非诉讼活动，对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

等坑农害农案件提供及时高效的法律援助服

务。金塔县司法局梳理近年涉农行政复议案件，

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监督重点，制定涉农行政

执法监督规划；开展涉农生产经营行政执法监

督专项行动，以种子、农药、肥料为执法监督重

点，督促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严查

侵害农民利益、危害粮食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农资制假售假行为。

　　3月13日，夕阳西下，在安徽省阜南县新村

镇郑寨村，村民郑某和家人拉着农资在回家途

中遇到护农治安巡逻队时，伸出大拇指点赞。

　　春耕时节，村民们忙于备耕生产，家中会出

现无人的情况，易发生入室盗窃等案件。阜南县

公安局新村派出所结合农时特点，组建了一支

由民警辅警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护农服

务巡逻队。

　　阜南县公安局新村派出所所长徐金鑫介绍

说，护农服务巡逻队主要采取“车巡+步巡”的

方式，重点加强对主要村道、村舍的巡逻，并围

绕蔬菜大棚、种植养殖基地等重点区域开展针

对性巡逻，防范春耕时节盗窃案件的发生。

推进精准普法

　　“春耕农忙时节，勿忘交通安全”“开车不喝

酒，平安最长久”“外出务工务农，切勿相信高额

投资回报收益”……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各级政法单位成立普法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

来到集贸市场，走进百姓家中，以“拉家常”的方

式向农牧民普及法律法规，同时将法治宣传与

文艺表演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二人转、

歌舞等形式，让农牧民在休闲娱乐中接受普法

宣传教育的熏陶。

　　春耕之时，既是广大农牧民群众最为忙碌

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引发纠纷的时期。

　　为有效预防涉农领域矛盾纠纷的发生，通

辽市委政法委超前谋划、提前部署，启动了“全

市基层组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活动，目前已举办专题培训讲座65场次，培

训全市乡镇（苏木）政法委员、嘎查村（社区）两

委班子1万余人次，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

　　集市上，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农民

们忙着为春耕置办农用物资，热闹非凡。一个悬

挂红色条幅的小摊位格外显眼，过往群众围拢

在吉林省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普法摊位”前，咨询土地流转、农资产品买卖、

劳务用工等方面的问题，法官结合典型案例耐

心地进行细致解答。

　　“这种宣讲活动真不错，既能了解法律法

规，又能顺道咨询一下自己的法律问题！”前来

“赶集”的村民都在这个“普法摊位”前得到了满

意的答复，对这种新颖的普法形式赞不绝口。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春耕。

　　春耕时期是农资产品销售旺季，也是制售

假冒伪劣农资犯罪的高发期，各地政法机关紧

盯种子、化肥、农药等重要农资产品安全，积极

开展集中执法宣传行动，并会同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等部门，加大线上线下销售农资产品的检

查监管力度，最大限度维护农资消费者合法

权益。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房彦吟

　　“老伯，咱坐下歇歇，听我给您说

说法。”

　　“你们来得正好，我前段时间买的化肥出了

点问题，咋解决？”

　　4月9日，在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绿油油的麦田

里，身穿红马甲的普法志愿者，手拿涉农常见法律问题宣

传册，“点对点”为春耕劳作的农民解答法律问题。

　　开封是全国小麦的重要产区，粮食总产实现“十九连

丰”。春分节气过后，农民在田间抢抓农时、辛勤劳作，全

市各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开封

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孙振廷向《法治日报》记者介

绍说：“春季农业生产，种子、化肥、农药等是重要保障，

各类涉农法律纠纷易发、多发。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持续

优化法律服务资源，不断延伸法律服务触角，用法治力

量护航春耕。”

田间地头普法

　　“农资打假处罚那么重，商家会卖假货吗？咱农民还

保留啥证据呀？”

　　“今天咱就讲讲购买农资时的注意事项都有啥。虽然

说有关部门对农资管控得严，但一旦与销售方产生纠纷，

手中有证据，也好分清是非，不能马虎大意！”

　　4月2日，在杞县官庄乡王乐亭村，杞县司法局官庄司

法所所长杨锡森被几个村民围在中间咨询法律问题。

　　“首先，你得弄清楚是在哪个农资商店购买的。其次，

支付凭证要留好……”听了杨锡森的解答，村民们说：“你

的提醒很及时！”

　　普法讲座、送法上门、现场咨询……普法志愿者的身

影频繁出现在开封的田间地头。

　　“农民朋友需要哪方面的法律服务，我们就把这种‘订单式’普法送上门。”孙振

廷说，开封市司法行政系统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组织全系统普法志愿者、村（居）法

律顾问、司法所所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明白人”等优质普法骨干，深入宣

传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与春耕备耕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针对农民朋友普遍关心的土地流转、农资购买、农产品销售等问题开展法律指

导，高效便捷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普法需求，为春耕顺利开展提供法治保障。

　　除了“订单式”普法外，开封市司法局还通过多种线上渠道，重点普及关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土地承包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发布群众在春耕备耕时节容易遇到的纠

纷案例，让法律知识以更直观、更生动的形式走进群众心里。

消除安全隐患

　　近日，杞县城郊乡村民刘某怀疑自己的责任田被邻居占用，多次与其发生争

执，村委会也曾多次介入调解，但都未成功。

　　杞县司法局城郊司法所所长郑怀力得知后，立即组织普法志愿者、人民调解员

来到现场，在村干部见证下，开展实地测量，发现与刘某责任田左边相邻的李某土

地多出40公分，与刘某责任田右边相邻的张某土地多出30公分。

　　在清晰的数据面前，三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为使纠纷从根源上化解，郑怀力又

协同村干部在三家责任田边界处重新作了标记，并向在场的村民宣传普及了相关

法律知识。最终，三方当事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一场耕地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矛盾不出地，纠纷不发芽。”开封市组织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针

对春耕备耕期间矛盾纠纷的特点，全面开展春耕备耕时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并集中力量第一时间化解矛盾，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春耕关键节点，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对可能

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研判，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解，防止矛盾纠纷隐患

蔓延扩大，保障农民春耕生产正常开展。”开封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希玉

说，今年以来，全市共排查调处化解涉农矛盾纠纷4905件，调解成功率达96%，有效

维护了农村基层和谐稳定。

畅通绿色通道

　　“如果在春耕生产、外出务工等方面遇到难题，可随时与我们联系。”4月7日，在

尉氏县门楼任乡街头，一场热闹非凡的“送法进集市”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尉氏

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政策。

　　这是开封市“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品牌活动的一个缩影。活动举办以来，共开

展专项行动30余场次，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咨询900余人次，受理农民工法律援

助案件23件，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17.84万元。

　　“我们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为农民工提供优先接待、优先受理、优先指派服务。”

开封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张榕介绍说。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法律援助中心大厅，不仅设有法律援助、人民调

解、法律咨询、公证仲裁等多个服务窗口，还设置有“农民工绿色通道”窗口。春耕期

间，值班律师会优先受理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并提供法律服务。面对一些年龄较大、

法律知识欠缺的农民工群体，法律援助中心会按需指定同一律师进行全流程服务，

全面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开封市通许县法律援助中心为农民工提供“一次办好”服务，畅通农民工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做到应援快援、应援优援，方便农民工就近申请法律援助。禹王台

区法律援助中心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取证困难的农民工，给予代书、维权指引、

代理交涉、帮助取证等服务。

　　“开封市依托以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为龙头，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部门

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骨干，村（街道）法律援助联络点为补充的‘城乡半小时’法律援助

服务网，对农民工实行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扩大帮助范围，畅通‘绿色通道’，切实保障

农民工在法律援助全过程中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为其在春耕生产、外出务工

等方面提供最暖心的法律服务。”开封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高庆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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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周新 陈浩

　　春暖四月天，茶韵醉人间。走进位于福建省

南平市的茶园，满山茶树犹如一道道绿色飘带

环绕山间，茶农们背起竹篓上山采茶，一幅“春

日采茶忙”的生动画卷缓缓铺开。

　　“今年春耕开始后，南平市政法机关紧盯农

时农需，不断延伸司法服务保障触角，排查化解

农村矛盾纠纷，打好护航春耕主动仗，统筹做好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确保南平

茶产业‘开门稳’。”南平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建立生态警务模式

　　一场春雨过后，武夷山生态茶园里的茶农

们穿梭在一垄垄茶树间，舞动双手来回采摘春

茶，动作娴熟而轻盈。

　　“阿姨，今年茶叶收成这么好，要注意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武夷山市公安局赤石派出所天

心村生态警务室的民警来到茶园，以“谈收成、

拉家常、话安全”的方式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

　　“采茶季期间，我们除了要做好防范电诈宣

传，还重点加大了对茶园附近道路的巡查力度，

深入辖区向茶农茶企宣传交通、防火等安全常

识，确保茶农、游客平安出行。”武夷山市公安局

赤石派出所所长黄志毅介绍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武夷山市公安局15个警

种部门派出137名“万警”入驻137个行政村进村

走访，帮助解决基层工作问题、满足广大群众

所需。

　　此外，武夷山市公安局还探索建立“警

长+茶园长”的生态警务模式，打造阵地前置、

警力前移、服务前伸、保障前倾护航新模式，

营造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助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在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的山涧里，有一株

四百余年的古白茶树和一片野生群体种茶树。

这些茶树由于开采时间晚、叶内含物质丰富，加

之辅以传统的政和白茶制作技艺，极具地方

特色。

　　“古茶树是重要的茶树种质资源基因库，为

优良品种的选育提供丰富的基因源。然而，由于

近年来市场对‘老白茶’和‘荒野茶’的追捧，部

分茶农违法将古茶树私自移栽至自家茶山，或

为采摘新叶剪枝平顶，对古茶树种质资源造成

严重破坏。”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晓

亮说。

　　为进一步加大对地方品种茶树种质资源的

保护力度，政和县检察院在锦屏村树立“群体种

茶树种质资源公益诉讼检察保护牌”，将检察监

督延伸到最贴近群众的地方，向周围群众普及

种质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规范茶事

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法律宣传效果。

　　据了解，政和县检察院还在东平镇界溪村

的政和大白茶母树及凤头村的白茶古树基地树

立了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示范引领群众成为古茶树资源保护

的参与者和倡导者。

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眼下正是春耕的时候，若不是有你们帮助

拿回欠款，我们可能到现在还不能开工干活。”

一位村民感慨道。日前，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的

“法律特派员”通过诉前调解，帮助十几名村民

解决了一起欠款纠纷。

　　据悉，武夷山市五夫镇的黎某在某村有一

片茶山，且该茶山长期由其丈夫刘某管护，后刘

某因病死亡，导致刘某此前雇用的十几名村民

未能拿到劳务工资。村民们向黎某索要工资无

果后，将其告上法庭。

　　了解事情原委后，身为“法律特派员”的法

官积极与黎某取得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明之以法，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黎某当

场将村民工资结清。

　　“矛盾纠纷是阻碍茶企发展的主要法律问

题，我们通过‘法律特派员’机制，主动上门开展

法治宣传，帮助企业排查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

纷，‘零距离’服务好茶企茶农，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法律

特派员”熊建安介绍说。

　　近年来，南平市两级法院学习借鉴“科技特

派员”制度做法，在市场经济领域创新推行“法

律特派员”制度，不断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

　　如今，南平的茶文化与“法律特派员”这一

新生机制相互交织，正在闽北大地奏响一首茶

山新曲。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今年茶叶收成如何？”“茶叶销售中遇到过

什么纠纷？”“茶农的工资报酬是否准时支

付？”……

　　司法护航春耕忙，不误农时不负春。为进

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

性，努力将涉农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连日

来，南平市多地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延伸司法

触角，深入茶园茶企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

等服务，用法治力量为全市春耕备耕生产保

驾护航。

　　“我们通过组织‘法律明白人’和‘蒲公英’

普法志愿者深入茶农家中、茶叶企业分发各类

涉茶宣传资料，从涉茶案例出发，讲解法律知

识，及时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南平市司

法局负责人介绍说。

　　南平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加大

司法服务的同时，南平市政法机关还出台了相

关管理规范，帮助维护茶企形象，进一步提升茶

叶品牌价值、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推动南平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好护航主动仗守护漫山茶飘香
南平政法机关紧盯农时农需延伸司法服务保障触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