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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史万森 常煜

　　

  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工作中，他以

耐心、诚心和公道心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他是

乌拉特后旗“驼背宣讲队”的成员，将法律法

规、惠民政策送到边境一线、草原深处、蒙古包

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多次被自治区、市、

旗司法局评为“优秀调解员”和“先进个人”等。

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司法所所长巴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在今年端午节期间，乌拉特后旗潮

格温都尔镇举行了一场那达慕大会，热闹的

草原盛会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参加。巴图和潮

格温都尔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驾驶普法直通车

来到潮格温都尔山下为群众宣传法律知识。

　　巴图说：“这样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可以集中宣传法律知识，准确解读国家法

律法规，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为构

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夯实基础。”此外，巴

图经常利用工作闲暇时间走嘎查(村)、入牧

户，为群众宣传法律知识。

　　而在普法直通车到不了的边境嘎查(村)，

巴图和“驼背宣讲队”的成员们以骆驼为交通工

具翻过一座座沙梁，到巴音努如嘎查(村)和查干

敖包嘎查(村)等牧户家中，宣讲相关法律法规、惠

民政策等。

　　宣讲过程中，巴图及宣讲队成员结合实际案

例，为牧民朋友们讲解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民

间借贷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现场牧民朋友还咨询了邻里界线纠纷等相关问题，

宣讲队成员为大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牧民傲特根巴特尔说：“巴图所长的讲解特别贴

近实际，让我们了解和知道日常生活中如何用法律法

规保护自己。”

　　据悉，2016年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联合镇司法

所、派出所、民政等部门组成的“驼背宣讲队”成立以来，

常年活跃在戈壁草原深处，不定期深入牧户家中进行鲜

活生动的宣讲。“针对牧区服务半径大的实际情况，经常

采取走下去‘宣’学、驼背上‘送’学、多专家‘讲’学等模式，

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深入边境一线开展灵活多样

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牧民朋友们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巴图说。

　　从最初的普及法律知识，到现在为牧民送去代买生活物资、寄递快递包裹

等，多年来，“驼背宣讲队”不仅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法律意识、提升法治观

念，还为群众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受到了牧民们的称赞。

　　“他去年租了我家草场，现在逾期两个月了，还没有给租赁费……”近日，在乌拉

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司法所的会议室里，巴图正在调解一场草场租赁纠纷，双方当事

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喝口茶，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慢慢说。”说话的人正是巴图，平和的语气将气氛慢

慢缓和了下来。在调解过程中，巴图耐心倾听、合理疏导，找准矛盾症结，然后“对症下

药”，最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当事人金先生说：“我们有了矛盾，首先想到的就是巴图所长，他非常负责任，调解纠纷

也很公平公正，我们牧民都很信任他。”

　　“矛盾纠纷调解，要依靠法律，但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更多是要体现人文关怀。”这是巴图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巴图所管辖的潮格温都尔镇镇区面积有6446.4平方公里，下辖八个嘎查

（村）、两个社区，其中有三个边境嘎查（村），户籍人口有3712户、9675人，其中70%是蒙古族。每当

群众发生了纠纷找到巴图时，巴图都一一热心接待，从不推诿，他利用自身蒙汉兼通的优势，耐心

地为群众讲政策、讲法律、讲情理。

　　“人民调解工作其实就要把法律、道理和群众讲清楚，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同时又要站在当事人的

立场去考虑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虽然有些矛盾在外人看来都是小事，但对于当事人都是关乎利益的大事，

调解纠纷既要做到有理有据，又要做到有情有义，让大家认可。”巴图说。

　　喝一杯“暖心茶”缓解情绪，敬一杯“交心茶”叙事评理，碰一杯“定心茶”达成和解……为提升基层

矛盾纠纷化解效率，今年，乌拉特后旗司法局结合牧区实际，在潮格温都尔镇司法所成立了“温馨茶

室”，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提升司法调处质效。

　　在潮格温都尔镇工作的十年间，巴图先后处理各类疑难案件600多起，调解成功率在98%以上，平息

群众集体上访10多起，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3000多人次。乌拉特后旗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额日和介

绍时表示，一件件小事串联起巴图为民服务的初心，多年来他扎根基层，服务好牧民群众，潜移默化中，

让法治理念浸润草原，也诠释了司法人的使命与担当。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2023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受案中

心成立，成为全国首家省级经济犯罪案件受案中心。

作为受案评估系统规则创建的团队负责人，项倩在

中心筹备的几个月里饱尝苦辣酸甜，而现在，她更多

体会到的是甜。

  项倩，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法制处执法监督

科科长。“85后”的她大眼睛，笑起来有酒窝，气质温

柔。除此之外，她还是经济刑法学博士，从小就是“别

人家的孩子”。

  大二那年，一堂生动的法医课改变了项倩的人

生轨迹。从尸斑推测死亡时间，从伤痕鉴定侵害方

式，如何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法医课上，

项倩没有畏惧感，只有好奇心，一种内在的驱动让她

觉得学法律真好、能破案真好、当警察真好。

  2016年，项倩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并取得法

学博士学位。面对留校任教、检法机关等诸多选择，

她选择了身披“藏蓝”，投身警营。

  一名犯罪嫌疑人对执行抓捕任务的便衣民警进

行踢打，造成民警轻微伤。讯问时，他却

辩称没有听到民警亮

明身份，不知道对方是警察，自己不应该被定为妨害

公务罪。由于现场证据不足，且当时缺少便衣民警执

行公务时如何认定身份的法律规定，案件定性遇到

障碍。

  看着受伤的战友，项倩有些“愤愤不平”却感到

无能为力。她想用自己的方式维护战友的权益。她查

阅了大量法律资料和执法案例，撰写了《关于便衣民

警执行公务的定性》的调研文章。后经媒体转载，很

多同事和网友为这篇文章点赞：“终于有人能替民警

发声了！”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项倩，也成为她保持研究

和写作的动力。她开始在执法实践中深耕理论研究。

  2019年，拥有经济刑法学博士学位的项倩作为专

业人才调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法制处工作。经

济犯罪的专业性、复杂性，决定了经侦法制工作不仅

要有极强的专业背景知识，还要随时更新知识库，才

能克敌制胜。

  “项倩，你怎么看？”每当遇到疑难复杂的案子，

领导和同事总会第一时间询问项倩的看法，她总能

及时、准确地给出专业的法律意见。

  2020年，针对国内严峻的洗钱犯罪形势，项倩接

到了向全市经侦系统民警培训授课的任务。如何将

晦涩的概念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透彻，让民警有

所收获，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项倩查阅了大量资料和

裁判案例文书，主动向专家教授、检法部门和有经验

的老民警请教，从案件来龙去脉、构成要件、法律定

性等方面，为全体民警讲授了一堂极具实践指导价

值的普法课。

  一名报案人重复来访，举报他人涉嫌经济犯罪，

没有任何证据，却要求公安机关立即受理。接待民警

一次次耐心劝导，反复列出需要提交的证据清单，然

而报案人对公安机关的误解越来越深，矛盾愈演愈

烈。这件事让项倩思考如何才能搭建与群众之间的

沟通桥梁。

  项倩与同事前往检察和公安相关部门开展调研

论证，牵头撰写了《常见经济犯罪案件报案指引》，详

细列举经济犯罪案件报案人需要提交的证据材料，

目前这本指引已在全市范围推广。

  2023年，经侦总队部署建立全国首家省级经济犯

罪案件受案中心。这在全国尚无先例，一切都要从零

开始，项倩团队负责受案评估系统规则创建工作。经

济犯罪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纷繁复杂，如何作出客观

的评估是摆在她和同事面前的难题。在合同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虚假诉讼罪等常见的刑民交叉罪名的

问题设计上，项倩格外关注哪些情形可以作为判断

罪与非罪的依据，通过总结提炼裁判文书网判例、

“两高”典型案例不断完善内容。为了研究实现路径，

项倩组织大家反复论证，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制定明确标准。

  如今，由项倩团队推动研发的受案评估系统已

在受案中心智能服务终端正式上线，报案人员根据

提示点击相应选项，即可现场获取客观指导意见。这

一“全国首创”获得了报案群众的认可。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4月，警

企服务联络中心在经侦总队揭牌，接下来，260个警

企服务站将在北京多个产业园区和高新企业全面

开花，这里面包含着项倩和同事的汗水和热情。人

们总说万事开头难，但对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

项倩来说，有敢啃“硬骨头”的精神，一切困难都能

解决。

  图① 项倩在受案中心值班。

  图② 项倩在查找案卷。

  图③ 项倩指导群众使用受案中心智能服务终端。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供图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让弱者放心、让群众满意是芳姐的座右铭。”江苏省南京市秦

淮区司法局法援中心工作人员徐双磊口中的芳姐，是南京市秦淮

区司法局法律援助管理科科长葛美芳。

  利落的短发，爽朗的笑声，初见葛美芳，一股蓬勃的生命力扑

面而来。2004年从部队转业至秦淮区司法局后，葛美芳先后在矛盾

调处中心、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岗位任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她

时刻用党员和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将“让弱者放心、让群

众满意”记在心上、用在日常，踏实办好事关群众每件“小事”。

  自2020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以来，葛美芳始终将困难特殊群

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竭尽全力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法律服务，实实在

在为他们解决困难。截至目前，她带领同事接待来访群众2200人

次，审批、指派或与同事一起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000余件，挽回各

类经济损失2260万元。今年3月，葛美芳捧回“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

  “群众来法援中心求助，往往都出于无奈，倾听能拉近与他们

的距离。依法化解百姓烦心事，我们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葛美

芳认为，法律援助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纽带，做

好“送上门”的法律援助工作，法援工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和

责任心。

  两年前，袁林（化名）进入南京某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车辆驾驶

员岗位，约定月薪为9500元，但未签劳动合同。2023年10月，因公司

经营不善，袁林9个月没拿到工资，老板以没签劳动合同为借口拒

绝支付工资。

  多次讨要未果后，袁林来到秦淮区法律援助中心，操着一口浓

重乡音向葛美芳说着诉求。尽管不能完全听懂，但葛美芳仍耐心地

一遍遍听着袁林的诉说，了解整个案情。

  “你说的这些事，我马上核实，你放心。”面对袁林满是期待的

眼神，葛美芳当即表示。随后，她指派江苏金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裴

光中、张诗苑承办此案，经多方努力，袁林拿到应得的报酬。

  “面对困难群众，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能帮

一个是一个。如果我的一次加班，能让当事人满意，解决他们的

问题，那我所有的付出都值。”葛美芳每天奔波于维权路上，乐此

不疲。

  葛美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3年前，陶大爷家的旧房拆

迁，但他总觉得自己获得的拆迁款比别人少，就找到了法律援助中

心，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听完陶大爷的一番言语后，葛

美芳心中明白了问题症结所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关于征地拆

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掰开了揉碎了讲给陶大爷听。

  “尽管陶大爷并非可援助的对象，但得把老爷子心里的‘疙瘩’

给消解了，才能做到事了，虽然累但值得。”通过这场直到深夜的

“陪聊”，陶大爷当即表示不再上访。

  在葛美芳看来，尽管为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是无偿

的，仍要将服务质量放在首位。“所以就要以制度来约束人和事，让

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为此，她不断改进完善机制，推动规范化建设，先后主导修订

了《南京市秦淮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制度》《南京市秦淮区法

律援助案件卷宗规范要求》《南京市秦淮区法律援助律师奖惩制

度》等制度，完善季度案卷质量评查、定期旁听案件庭审、区优

秀案件评选、律师准入淘汰等机制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尤其是对案卷归档管理，我们坚决执行一案一卷制

度，不能出现找不到案卷的情况。”为此，葛美芳要求，每

个法律援助案件完成后，在一个月内要将案件卷宗进行

归档，还制定了相关奖惩机制。自执行3年来，有4篇案

例纳入司法部网站案例库，5篇案例作为江苏省司法

厅指导性案例。

  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葛美芳深知困难群众维

权的艰辛，面对“上门求助”的当事人，她从不将其

拒之门外，而是热情相助、关爱有加，给予尽可能

的法律支持。

  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葛美芳会

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有选择性地指派律师，

并全程跟进管理。尤其是遇到案情相对复

杂的，她还会在开庭时旁听，观察承办

律师的办案能力、应变能力等，以便更

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要管就得

一管到底，要把当事人的事当成自

家人的事，让群众满意就是我最大

的成就感。”

  图① 葛美芳（左）指导受

援对象签署文件。

  图② 葛美芳（左三）在

工地开展法治宣传。

  南京市秦淮区司法

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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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倩：敢啃“硬骨头”的公安法制人

葛美芳：“把当事人的事当成自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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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巴图（左三）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图② 巴图（中）组织主题宣讲活动。

  图③ 巴图（左）带领“驼背宣讲队”深入牧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司法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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