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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司法局“景里有法”服务团队联合大漈乡“法律明白人”严伟在“法治菜车”旁，向群众介绍扫码下单解决涉法问题的流程。 刘俊波 摄  

  7月23日，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潘宅村“法律明白人”组织“清凉茶话会”，邀

请村法律顾问吴益民律师解答村民有关邻里关系、婚姻关系、劳务关系等涉法问题

咨询。 刘俊波 摄  

  8月5日，舟山市岱山县嘉和社区“法律明白人”陆燕充分发挥自己人缘、地缘、

亲缘优势，以拉家常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并向老年群体进行反诈宣传。

刘漂 摄  

  8月8日，在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社区纳凉亭，“法律明白人”杨章荣与诸暨市公

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一起向居民宣传法律知识。 郭斌 摄  

  8月6日，舟山市普陀区南岙村“法律明白人”傅名妍深

入村社开展普法宣传。 邵宇翔 摄  

乡村“法律明白人”

  8月7日，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岭下派出所民警与岭下镇“法律明白人”汤春

仙、朱锡飞在金东两岸农业科技产业园开展普法宣传。 朱翚 摄  

  6月5日，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三林村“法律明白人”沈炳奎在该村万鸟园景区的

法治文化阵地向村民和游客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知识。 高世婷 摄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黄昌聪

  “这辆车不仅可以买菜，还能提供免费的

法律服务。”7月10日，在距离浙江省丽水市景

宁畲族自治县县城48公里的大漈乡大漈村，

村民潘亮英站在一辆菜车旁感慨地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卖菜车，而是一辆“法治

菜车”。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县共21个乡镇（街

道），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办事路远。今年7月

以来，景宁畲族自治县司法局结合群众需求，

创新“法治导航”服务，将法治元素、品牌融入

流动售菜车之中，开通大漈、英川、九龙等方

向偏远乡村流动法治服务车12辆，实现法律

服务一键下单、扫码立享，打造“一呼即应”的

家门口法治服务圈。

  “针对山区老人对电子产品不熟悉的情

况，我们帮忙收集涉法问题，开展扫码或代扫

码下单服务。”大漈村“法律明白人”严伟说，

“这辆车不仅是‘流动菜篮子’，更是山区群众

的‘法治服务直通车’。”

  为进一步发挥流动法治服务车的服务功

能，景宁畲族自治县司法局整合了法律咨询、

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资源，探索

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乡村菜商“三支队

伍”，吸纳乡村法律明白人340名、乡村菜商12

名，高效联合开展服务。7月以来，“法治菜车”

已覆盖80多个村庄、3000余名村民。

  像严伟这样活跃在广大乡村的“法律明

白人”，致力于把法言法语转化成乡音土话，

让村民真正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及时排

查微风险、化解微矛盾，让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进村入户了解情况、收集群众法律需

求，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明白。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律明白人”培育

工程为抓手，推动完善以党建为统领、以自治

法治德治为基本、以数字智治为支撑的立体

式复合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实施乡村全

面振兴战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基层法

治人才保障。

  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法律明白人”18

万余名，日益成为群众身边的社情民意信息

员、政策法律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

实践引导员。

  “民间借贷超出国家规定利率上限的部

分将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在处理借贷事务时

一定要合法合规，防范风险。”近日，法律顾问

张浩亮和“法律明白人”蒋学强再一次来到湖

州市长兴县小浦镇方一村给村民讲解法律知

识，答疑解惑。

  长兴县积极推动“杏福小浦”法治文化示

范带，沿线5个村打破壁垒，整合8名村法律顾

问，组团式结对20名“法律明白人”，组建“群

雁普法培优团”，推动村法律顾问与“法律明

白人”深度衔接协作，不断提升结对实效，更

好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湖州市司法局全

省首创的《“法律明白人”说法》普法专栏已发

布30期，获赞2万余人次，充分展示了“法律明

白人”良好形象。

  近年来，浙江省逐步建立起省级示范培

训、地市级重点培训、县级骨干培训、乡镇（街

道）全员培训的“法律明白人”分级培训制度，

基本形成了培养机制规范、队伍结构合理、作

用发挥明显的“法律明白人”工作体系。

  8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法律明白人”罗国海参与调解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化解了矛盾。 毛思颖 摄  

  7月8日，宁波市象山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对“村官说法”应用系统中“法律明白

人”学法用法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俞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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