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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吴 攸 丁一果

　　

　　淳安县马山村村口的“普法超市”开张了！民法典相

关书籍和印有民法典宣传标语的生活用品引得不少村

民驻足；嘉善县虹桥村的村道上，乡贤调解员章云峰戴

着红臂章进村入户，发挥“人熟、地熟、事熟”优势，解决

各类矛盾纠纷；遂昌县云峰街道的叶某因头部摔伤一直

处于昏迷状态，丽水天平司法鉴定所上门为其提供鉴定

服务后，不到一个月就出具鉴定报告圆满解决了案件。

　　之江大地上，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还在继

续……

　　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陈伟向《法治日报》记

者介绍，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

动的通知》后，浙江省司法厅迅速贯彻落实，结合浙江实

际出台文件，提出具体的活动举措；全省司法行政机关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打造更加完善、多元、高效、优质的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乡村建设的法治化水平，

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乡村

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法律服务需

求，以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增强乡村

地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服务体系日渐完善

　　老伴去世后，慈溪市桥头镇的周阿姨一直想将其名

下的不动产变更到自己名下，但想到要跑到市公证处去

办证，就一直拖着。近日，周阿姨从村里的网格员口中得

知，办理农房继承公证不用去城里了，镇里的公共法律

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

　　这得益于宁波市司法局推出的“公证E通”服务点

片区组团新模式。以派驻公证专职工作人员的大乡镇作

为中心点，宁波市将周边临近的两三个小乡镇“打包”形

成一个片区，着力打造“市公证处—片区中心点—乡镇

（街道）服务点”三级公证服务网络，进一步推动公证服

务下沉基层。

　　在“公证进乡村”的引领下，浙江各地大力推进公证服

务向乡村延伸：依托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农村群众可以

在线咨询、公证预约、在线申请，通过巡回办证、定期办证、

“驻点帮办+在线公证”等方式，就近办理公证。

　　公证服务进乡村，司法鉴定机构也没落下。

　　几年来，浙江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进驻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选派司法鉴定机构进驻县级矛调中心，在乡镇

（街道）、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站（点）设置司法鉴

定宣传指引，开通“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司法鉴定预

约功能。

　　公证、司法鉴定服务所搭载的是浙江日益完善的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依托“枫桥式”司法所建设，浙江强化基

层公共法律服务站（点）职能，为乡村群众提供矛盾纠纷

化解、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同时，浙江

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改革，优化“12348浙江法

网”“浙里办”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功能，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智能终端设备在偏远乡村地区的配备，有效提升在线

法律服务的知晓率，为乡村地区提供便捷、优质的公共

法律服务。

服务方式丰富多元

　　“你家的牛又把我的猕猴桃给吃了！”清明节前，租

住在江山市双溪口村的陈某放养的黄牛跑到同村叶某

的猕猴桃园中踩踏、吃掉部分植株花蕾，造成经济损失，

这让叶某气愤不已。江山市张村司法所工作人员在调解

中发现，这样的事情已多次发生，双方积怨已久。尽管调

解过程因双方情绪失控发生争吵多次中断，调解员依旧

耐下性子，劝导陈某处理好邻里关系，不断化开坚冰、缓

和气氛，使陈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最终双方各退一

步，握手言和。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还乡村产业振兴一个和谐

环境，是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的题中应有

之义。

　　浙江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浙江在全省推广“人民调解+网格”工作机

制，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延伸到网格，并在县乡村

分别落实“季督导”“月分析”“周排查”的定期排查化解

机制，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这几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就担心补偿到不了手，

幸好黄律师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原来，金华市金东区澧

浦镇宅树塘村数十位种植户在使用了同款农药后，苗木

相继受害，损失巨大。浙江释晨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旭亮

在接到结对帮扶村的求助电话后，立即前往田间走访调

查。为帮助村民寻求最佳解决方案，黄旭亮多方奔走并

寻求当地司法所、镇政府支持。该案诉至金东区人民法

院后，黄旭亮积极推进案件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村民顺利拿到了补偿。

　　今年5月，金华市司法局组织千名律师，加入全市

“助村帮帮团”，深入结对村开展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

法律服务工作。

　　遇到问题找村（社区）法律顾问聊一聊，乡村企业也

定期预约一次“法治体检”，矛盾纠纷有人帮着分析化

解……在浙江，随着乡村法律服务多元化发展，法律对

村民们而言，不再是生硬的条文，而是化解纠纷、维护权

益的利器。

助力创建美丽乡村

　　杭州市富阳区宵井村坐落在绿水青山间，景美如

画，与美丽村貌相得益彰的是村民日渐红火的日子和村

里浓厚的民主法治氛围。

　　在宵井村，和谐干群关系的“不二法宝”就是“民主+

法治”，这在村里的道路改造工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原

来，方贝线横穿整个行政村，道路改建前，村民只能顺着

小路绕过山脚，一路颠簸进村。

　　为改善村民出行条件，村干部全力推进道路整改工

程，因工程征地涉及30多户村民，村“两委”在每周例会

上都分析进度及难点，商讨相应对策。村干部频繁地开

展上门走访，落实一户一协商、一户一方案，并在工程期

间及时公布每一户农户的征地面积、赔偿标准，最终顺

利完成道路改造工程，得到全村村民的肯定。

　　村“两委”干部在民主法治村创建中深知普法对村

民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党员干部“带头学法”，争做“法律

明白人”，通过书记领学、专家讲学、座谈互学、个人自学

等方式，全面学习最新政策法规。利用“远程教育系统”

进行“云普法”，方便村民观看和收听。不断开展的活动

与近在眼前的村公园、文化长廊、文化礼堂和便民服务

中心等处的法治元素，拉近了村民与法的距离，营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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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乡村，有法才美。

　　在既有法治村社建设的基础上，浙江部署开展“乡村

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后，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的，具有浙江特色的乡村治理体

系，并通过加强“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积极引导基层

干部群众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宣讲活动深入基层、深

入乡村，引导村民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风尚。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原本想咨询后到法

院去起诉，没想到在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帮助

下，两天就解决了问题，省

钱、省力又省时！”高某感

慨不已。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居民

高某拿着一张8.7万元的

借条到二十一团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咨询民事案件

起诉相关程序。

　　工作人员在了解高某

的诉求后，及时为其提供

了起诉状书写、证据材料

准备等咨询服务。次日，经

司法所主持调解，当事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并通过

公共法律服务站对接法院

进行了司法确认。

　　近年来，为满足职工

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

服务需求，兵团司法行政

部门立足职工群众所需、

所求、所盼，大力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

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法律

服务模式，积极构建覆盖

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

服务网络，法律服务领域

持续拓展，法律服务队伍

不断壮大，法律服务制度

日益健全，兵团公共法律

服 务 能 力 和 水 平 持 续

提升。

　　数据显示，2021年，兵

团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共接受现场咨询31707人

次，电话咨询5653人次；今

年第一季度接受现场咨询

15189人次，电话咨询2558人

次，群众满意率均达100%。

　　据介绍，按照兵团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实施标

准和发展指标（2020-2022年）三年规划，兵团司法

局以实体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完善兵团、师市、

团场（镇）、连队（社区）四级网络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网络、热线“三台”融

合发展。

　　目前，兵团司法行政系统依托已建成的2117

个兵团、师市、团场、连队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工作站、工作室），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实现四级实体平台全

覆盖。

　　在此基础上，兵团、师市两级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

等各项法律服务资源，为职工群众提供“一站式”

法律服务。团场、连队两级公共法律服务站（室）为

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申请、法律咨询和法律指引服

务，不断强化服务群众的主阵地功能。

　　今年以来，九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根据服务

窗口专业性要求，从局机关和团场司法所选配业

务能力强、热心服务的5名工作人员，充实到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采取“坐班”与“下沉”相结合的模

式为居民群众提供“零距离”的法律服务。今年4月

中旬以来，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28次、化解矛盾纠

纷34件，涉及人数67人、金额144.18万元。

　　近两年来，兵团司法行政系统坚持线上线下

联动，畅通维权渠道，为职工群众提供全方位法律

援助服务。

　　通过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品

牌活动、“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创新法律援

助方式，引导职工群众依法维权，依托四级网络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积极为妇女儿童、农民工、

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确保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2021年，兵团各级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共受理

法律援助案件2821件，挽回经济损失1.3亿元。2022

年第一季度，办理援助案件599件，为农民工挽回

经济损失2400万元。

　　前不久，第七师奎屯天元公证处收到了一封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公证处的特殊“感谢信”，

感谢奎屯天元公证处在南京市民杨某继承公证事

项中通过公证协作机制帮助核实户籍信息、婚姻

证明等材料，提升公证服务质效，让群众感受到公

证服务的温度。

　　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健全完善

制度，兵团进一步推进公证减证便民工作，推行

“网上公证”“远程视频公证”等便民举措，为老、

弱、病、残等群体提供上门服务。加强公证与法律

援助对接，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公证法律

援助，减免公证费用。

　　第十师北屯市司法局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

职能，全面推行公证工作每日“延长”1小时工作时

间，全员轮岗轮班确保公证业务晚“打烊”。积极开

通“绿色通道”，为妇女、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提

供优先接待、优先解答、优先受理“三优先”服务

措施。

　　兵团司法局还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公证机

构收入分配管理机制改革的通知》，发挥收入分配

管理机制在激发行业活力、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

展中的关键作用，吸引和留住更多人才投入到兵

团公证事业中。

　　今年仅第一季度，兵团各公证机构共办理公证

案件6838件，做到了“零”差错，实现了“零”投诉。

　　兵团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梅桂萍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兵团司法行政系统将进一步完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注重办案质效，增强公共法

律服务为民服务能力，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不断提升兵团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我所在的小区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疫情

确诊病例，根据区里的疫情防控要求，我们的

楼盘被划定为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

出户”等管理措施。

　　平时我都是在全省各个市州跑业务，很

少回家，这次是休年假才在家里住几天。现在

冰箱里没有什么食物，如果不让出去，要我在

家里待上10多天，肯定会饿死。而且今天是我

好朋友36岁生日，我很早之前就和他说好了，

一定会去参加的。如果强行离开小区，要承担

什么法律后果？

　　咨询人：封控区隔离人员王先生

　　

　　今年3月底，我接到家住长沙市岳麓区

某小区王先生的咨询电话。电话中，他的情

绪非常激动，不停控诉小区物业公司的不

作为，并扬言打完电话就要强行离开小区

去给朋友庆生。

　　我一边安抚王先生愤怒的情绪，建议他

联系当地居委会或者志愿服务组织获取物资

采购帮助，一边积极宣传疫情防控法律政策，

并给他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江苏省南京市

的毛某宁擅自离开已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

京居住地，用亲戚的绿码蒙混过关，到扬州并

多次光顾一棋牌室，致使疫情在扬州市区扩

散，造成严重后果。今年2月15日其被公安机

关依法实施刑事拘留，2月27日，检察机关对

其批准逮捕。

　　每解答一通涉疫法律咨询，就是开展一

次法律政策宣传，化解一个潜在的社会风险。

疫情期间，很多人遇到矛盾困难，需要让情绪

有一个宣泄口。我们通过倾听和共情，努力抚

平他们的暴躁情绪，提供依法处理建议，同时

在解答过程中普及法律知识，努力化解潜在

的社会风险。热线律师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

奔走在抗疫一线，但能通过热线为群众解答

涉疫法律问题，提供依法处理建议，用一根电

话线温暖广大群众的心。

　　我认为，除了帮助咨询人解决法律难题，

热线律师更重要的工作是以案释法，让更多

的人懂法、守法、用法，引导每一位咨询人自

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

　　解答人：湖南省司法厅12348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呼叫中心接线律师陆小虹

　　

　　办理结果：王先生听完热线律师“朋友

式”的聊天劝阻后，深有感触，表示自己太

过鲁莽 ，以后再也不会有那种冲动的想

法了。

　　热线工作人员回访了解到，王先生当天

通过微信视频向好朋友送去了生日祝福，他

们约定等解除封控后，再好好聚聚。同时，王

先生所住小区在封控第二天就收到了岳麓区

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调配购置的“爱心菜包”，

封控区居民基本生活物资

得到及时、有效保障。

本报记者 阮占江  

本报通讯员 彭戎  

夏拓 整理  

□ 本报记者 鲍静

　　“真是太感谢侯律师了，通过您的调解，全家人这几年

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

海县龙藏乡的村民羊某给“侯律师”送上了洁白的哈达。

　　羊某口中的侯律师正是来自陕西永佳律师事务所的

侯领群。2020年至今，侯领群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

者行动，为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化

解矛盾纠纷，组织参与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怀着对

法律援助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支援西部地区法律工作的爱

心，一心一意为当地群众做好法律服务。

　　2011年，羊某经村民介绍认识了当时的老公，按照

当地民俗习惯举办结婚仪式后，两人便开始共同生活。

2018年，羊某与老公因孩子问题闹得感情不和，被老公

送回娘家后两人分开生活。2020年，羊某家人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找到兴海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试

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婚姻矛盾。

　　兴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认为羊某的情况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遂指派侯领群办理此案。侯领群第一时间联系

羊某并实地走访当事人，通过羊某及其家人的讲述，他

认为案件的矛盾点在于双方对经济赔偿意见不一，且两

人没有办理结婚证。羊某认为自己在与男方共同生活期

间，有大量付出，如今两人不在一起生活，需要男方给出

一定的经济补偿。

　　为尽快办好案件，侯领群有时一整天都不停穿梭在

两家人之间，为他们讲述法律知识，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最终，在侯领群的耐心开导下，羊某及家人考虑到男

方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同意了男方的经济赔偿款金额，

两家人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

　　通过这件事，侯领群认为，只有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律

意识，让他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会

使很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为此，侯领群直面高海拔地区严寒缺氧、地广人稀

的环境特点，无论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地奔波在兴海县

的每一个村落，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开展普法课堂，还

为学校、村委、寺院等提供法律服务，当地群众因此亲切

地喊他“侯老师”。

　　2021年，侯领群带着兴海县法律服务团队，在海南藏族

自治州组织的民法典知识竞赛中，荣获团体二等奖。

　　除此之外，侯领群还重点培养当地大学生志愿者，利

用每一次办案机会，以身立教，传授办案经验和方法，让

大学生志愿者在实践中全方位学习，不断提升办案能力。

　　侯领群不只为兴海县群众提供法律帮助，平日里，

他关心同事，与当地群众相处融洽，大家遇到麻烦总会

第一时间找他帮忙。

　　“侯律师，我很难受，请给我的家人打个电话，电话

一直打不通。”

　　2022年的一天，侯领群的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里传

来微弱的声音，他听出这个声音是兴海县法律援助中心

的门卫南某。

　　侯领群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喊来其他同事，冲出法

律援助中心大厅直奔门房，当看到倒在地上的南某，他

不顾自己的腰椎病，直接上前去搀扶，在同事的协助下，

将南某及时送到医院。

　　当医院的接诊医生和护士知道侯领群不是家属后，

不禁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法律援助中心的同事依依不舍

地想请侯领群继续留下，县司法局的领导和同事也对他

的工作表现十分认可，称赞他是真正到基层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的优秀律师。

　　侯领群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里有无私奉献的党

员群众，有为祖国法治建设奋斗的志愿者，有时刻关心志

愿者律师工作和生活的各级领导和同志，和他们在一起

工作是光荣和自豪的。我知道那一句‘老师’是同事和当

地群众对我的认可和尊重，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珍

惜这段宝贵的经历，能来大美青海，人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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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隔离人欲冲关 暖心普法最终劝止
湖南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案例

一心一意当好群众法律“服务员”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马子中

　　

　　在安徽省涡阳县，群众遇到法律问题，习惯上“法治门诊”

看看。这里开出的“处方笺”，上面不仅记录了各种“疑难杂

症”，还详细写明处理建议，起到“药到病除”效果。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自2020年8月起，涡阳县探索开

办“法治门诊”，在全县24个镇（街道）开发区、383个村设有“法

治门诊”407个，将各类法律服务资源聚合起来，为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纠纷调处、普法、公证、法律援助、诉讼代理等一站式、

全业务公共法律服务。

　　“法治门诊”的“医生”由镇村的法律顾问担任，他们每半

个月要“接诊”一次，范围包括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

普法宣传、诉讼代理、村民自治等方面的“疑难杂症”，有针对

性地开具“处方笺”精准“施药”。每张“处方笺”都有编号，写明

“问诊者”的姓名、村组、联系电话、“主诉”以及“法治医生”的

处理建议。对一时半会儿无法解决的问题，“处方笺”存单中还

要标明跟踪处理，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不仅要把脉坐诊，“法治医生”每月还要在服务村开展一

次法治大讲堂，宣传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指导村委会开展村民自治，已经形成电话“24+365”随时

“询诊”、实地半月“接诊”、突发情况及时“巡诊”的法律服务新

模式。

　　据统计，今年以来，涡阳县“法治门诊”共参与处理矛盾纠

纷7622件，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13800余人次，举办法治大讲堂

2191场次，帮助审查各类合同611件。

　　“目前我们已经增加‘网上门诊’服务，发动顾问律师加入

‘邻长’微信群，线上答疑释惑，下一步还将探索‘法治门诊’网

上预约、掌上办，进一步防患于未然、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

芽。”涡阳县司法局局长张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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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深入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

高质量法律服务为乡村振兴增效赋能

  群众在浙江

省宁波市慈溪市

“公证E通”胜山

镇 服 务 点 办 理

公证。

彭柯 摄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惠民生法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