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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临近 8月，进入丰收时节，甘肃省兰州

市红古区平安镇若连村劳累了一天的乡亲

们，傍晚时分常聚在一起纳凉、聊天。

这天，年近 60 的曹玉琴，刚从自家蔬

菜大棚忙活完，就来到村委会门前的文化

广场，和左邻右舍聊天气、聊收成。闲聊间，

不时蹦出“协议”“法律”等词句。

有邻居问，“客商来收菜，看菜给价，

来之前口头说好的是 1 元，临到头又压

价，变成了 0.8元，咱应该怎么做？”

“口头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蔬菜

品质与收购标准没有太大出入，对方应

该按约定好的价格付款。”曹玉琴帮着出

主意。

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加“2023
年法治乡村甘肃行”活动，听到越来越多

的当地村民“谈法论理”，文化程度不高的

曹玉琴正是该村 11 位“法律明白人”中的

一员。

“法律明白人”指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

一定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治实践，能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的村民。由县（市、区）司法行

政部门牵头，以行政村（社区）为单位，按照

村（居）民自荐或者村（社区）“两委”推荐，

确定初选对象，上报司法部门，参加任前培

训。通过线上考核后，持证上岗。

近年来，甘肃省已培养“法律明白人”

6.57万余名。他们在村里协商议事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

中积极作为，并和本村的“三官一师”（警
官、法官、检察官、律师——记者注）等建成

“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

乡村基层治理新格局，带动更多老乡成为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排头兵”。

学法成为乡村“法律明白人”

改变，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基层群众觉

得乡村治理和自己没关系，法律更是不要

碰。发生纠纷后，有人选择忍让，但心里记

挂着这事，以至憋出‘心病’；也有人逞一时

之快，吵架、打架，不仅导致矛盾激化、升

级，还有可能触犯法律。”一位乡村干部告

诉记者。

在农村生活了半辈子的曹玉琴觉得

这是村里家长里短的常态，直到被村“两

委”列入“法律明白人”初选名单，她还觉

得这事有点儿“赶鸭子上架”。她和老伴儿

要侍弄 3 个蔬菜大棚，时间、精力顾不上。

“再说咱普通老百姓又不犯法，学这玩意

儿没啥用”。

但为了不辜负村民的信任，曹玉琴还

是硬着头皮上阵，跟着学起法律常识来，学

着学着，一些平常困扰她的问题有了答案。

她一直放不下一件事。有户邻居，夫妻

俩总吵架，以前，她多次“说和”，可这对夫

妻还是离婚了。学法后，她梳理出问题关

键——邻居夫妇吵架是因为男主人父母

去世前，没有说清楚家中一栋房屋的归属

问题。为此，他们一家常和小叔子家起冲

突。两口子立场不同，心里都觉得委屈。

“当时，我劝他们家庭和睦，只能说一

些好听的话，但其实这事能通过法律手段

解决，我不懂，给建议就给不到点子上。”曹

玉琴说。

身为村里的一社社长，帮社员调解问

题时，曹玉琴心里有谱，也更有了“抓手”。

一社村民李兴（化名）和李伟（化名）是

一对堂兄弟，两家农田连在一起。前几年，

李兴在自家田边上种了几棵树，现已长

大，树荫影响到李伟家庄稼的生长。李伟

多次要求李兴砍树，李兴以树是种在自家

田地为由拒绝砍伐。两人为此事多次发生

口角，双方家人见面都互不理睬。

去年，村“两委”牵头化解这一矛盾纠

纷，曹玉琴参与其中：先到田间地头进行实

地勘查，仔细丈量了双方土地，明确争议焦

点；随后，在调解过程中，不断讲解土地管

理法相关条文，让当事人知晓“宅基地和自

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使用土

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

土地的义务”；同时，以亲情、邻里情为切入

点，让两家“和为贵”。

通过实地释法，李兴同意将种在田埂

的树木砍掉，李伟也将多种的几行麦子清

除。矛盾顺利化解。

这让曹玉琴学法更有动力。她坦言，

自己读书不多，在“法律明白人”网校上

课，常常听不懂，对法条的理解还需要加

深，认证考试也考了两次，但村上的年轻

干部以及线下培训老师常常帮助她，她还

参加了一些司法部门组织的观摩活动，

“一直没有停止学习”。

“说事”能解身边难题

学法学明白，办事更明白。随着“法律

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养工程

的深入，乡亲们更明白身边大事小事的利

害关系，越来越多地通过调解、法律渠道表

达诉求。

甘肃多地搭建说事、议事、调事平台，

鼓励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龙泉村

作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村“两委”班

子成员、社长、网格员等每周四会集中到一

起，全天候坐等群众来提意见、说困难。日

常，也随时欢迎群众来村委会说说家里家

外大、小、烦、难的事。

“说事”场地并不固定，村委会、广场、

田间地头、庭院树下，甚至是在电话里、

微信上……办起事来却是雷打不动的高

效率。

村民谈问题，村“两委”班子成员负责

记录、跟踪、解决问题。村上还专门设立工

作台账，分条罗列提事人姓名、议事内容、

联系电话、解决方式、解决时间、参与人员、

解决记录、解决结果和满意度测评等信息，

并把每月的最后一天作为“说事”回访日，

集中时间回访，再次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接

受社会监督。

今年 3月 2日，村民魏某来到村党群服

务中心，他称自己和妻子今年因患病住院，

花了不少医药费，希望村上能给予帮助。接

待人王宗维详细询问了情况，实地调查，并

与村党支部书记魏芳道沟通，组织召开村

“两委”班子会议，及时、依程序，为魏某家

申请了低保。

取暖设备故障，联系维修；农作物受

灾，给予补助；户口本丢失，挂失补办……

类似的民生小事，桩桩办理不含糊；一些涉

及公共利益的诉求，也是在第一时间解决。

有村民反映，一社简沟路被冲坏，村里很快

组织人修路，并将该路段列入下一步修路

计划。

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魏芳

道表示，“说事”为广大村民搭建起联系交

流、学习教育、志愿服务的平台，将红事简

办、厚养薄葬、弘扬孝道、尊老爱幼、学法用

法等良好村风民俗传递给村民。

去年，龙泉村魏学坤、王永晶一对新人

结婚。双方家长经村里红白理事会提议，商

定彩礼为 8.6 万元，这个金额相对还有点

高，借“周四说事”，村“两委”讲政策，摆道

理，女方家又退还 4万元彩礼，作为小两口

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两人结婚仪式新事新办，只请 10桌亲

朋好友参加，烟不超过 16元，酒不超过 120
元。在村里弘扬了婚礼文明新风。评选美丽

庭院示范户、表彰好人好事，给予奖励……

村里的“周四说事”，成为孝老爱亲、好事传

扬的“美谈”。

魏芳道统计，今年以来，龙泉村共收

集群众反映的各类困难问题 49 件，均已

解决，其中列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 件。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提升。

村里有了法律顾问

以法治文明，助推乡村振兴。当前，

甘肃已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130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1545 个，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

区）5990 个。

走进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城郊郇庄

村，大片的“蔬菜绿”“大棚蓝”“花卉红”

“小麦黄”“小米黑”将大地装扮一新，生机

盎然。

作为郇庄村的法律顾问，几年来，甘肃

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晓红只要得空，就

会去村里“转转”：开讲座、做主题宣传，普

及与村里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

参与村里各项纠纷的调解工作；协助村委

会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规

定，为村（居）重大项目谈判、签订重要经济

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等……

她还公开自己的联系电话及微信号码，方

便服务群众。

据悉，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是司法行

政工作向基层延伸、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

载体。截至目前，甘肃的 17494个村（居）均

以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开展土地纠纷、环

境污染、婚姻家庭、食品药品等法律咨询

13.1 万人次，对乡村法治建设起到有益补

充，直接或间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

前不久，甘肃朝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向前参与调解张掖甘州区碱滩镇二坝村村

民陈某与葛某因林地归属问题发生的矛盾

纠纷。

王向前介绍，2002 年，二坝村村委会

将 210 亩林地承包给葛某，同时约定葛某

不得转包，但葛某擅自将该片林地转包给

陈某。今年村委会与葛某签订的合同到期

后，村委会将该片林地承包给了其他人，

陈某却认为村委会的行为侵犯了其权益，

通过暴力手段阻拦新的承包人开发该片

林地。

接手该案后，王向前与二坝村主要负

责人以及陈某委托的亲戚进行商谈，耐心

梳理各项法律关系，明确葛某擅自与陈某

签订转包合同，属于无权处分行为，陈某权

益所受的损失应当由葛某进行赔偿，而不

应当向村委会索赔。明白了其中的法律关

系，陈某的亲戚当场表示，不再对该片林

地新的承包人的开发进行阻拦。

此次调解，不仅明确 了 林 地 归 属 ，

也解除了当事人陈某对村委会的误解。

210 亩林地也将顺利承包，给村民带去分

红收益。

咱们村有了“法律明白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群众法治意识、思想道德的‘里子’
和村容村貌、群众福祉的‘面子’同步推
进，实现物质、精神‘双丰收’。”一位村支
书如此总结当下村里的变化。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公检法
司等相关部门起的“兜底”“压舱”作
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不少基层法
院、检察院、派出所、司法所的工作人
员在调解矛盾时，不仅能从法律层面以
案释法，还善于在细节上做研究，用科
学方法分析，了解问题根源，调整执法
方式，做到“对症下药”“举一反三”。

甘肃省张掖市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

种基地，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
产自张掖。为保障种源安全、促进产业
振兴，当地设立“种子法庭”，建立涉
种案件专家咨询、专业审理、专家陪审

“三专合一”机制。同时，在春耕、秋
收季节，开展涉种案件集中执行，在各
村委会、制种企业确定执行联络员，协
助查人找物，让涉种案件执行“简案速
执、节点攻坚、信息共享”。

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司法所所长董
得光令我印象深刻。让当事人从气势汹
汹到平稳冷静，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
和，他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分析原
因——制定策略——背靠背攻关——面
对面调解——引导教育。

今年4月底，镇里速展村村民李友

（化名） 因为弟弟李虎 （化名） 的妻子几
次挖渠，将雨水引至自家牛圈，且在理论
时多次遭骂，他无法忍让，动手打了弟
媳，导致其肩胛骨骨折、面部挫伤。李虎
赶回家后，选择报警处理，其妻子在医院
接受了16天的住院治疗。

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该案
情节相对较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
规定，可以调解处理。当事人达成协议
后，可不予处罚。

了解事由后，董得光和驻村民警、村
干部等分别找兄弟俩谈话，听取他们的诉
求。他分析，哥儿俩并不想因为此事撕破
脸皮，在村上被人“看笑话”，也不想留
下案底，对子女造成负面影响，但双方都
堵着一口气，弟弟认为哥哥“打人下手过

重，犯了故意伤害罪”；哥哥则认为无风
不起浪，事件源头在于“弟媳侵犯了自己
的名誉权”。

经过3次走访、调解，双方情绪都有
所缓和。董得光组织李家兄弟在村委会见
面合谈。其间，两人又因言语不当，险些
发生争吵，董得光及时安抚，讲法律、提
亲情。最终，将李虎提出的7.5万元的赔
偿要求，按照国家赔偿金标准核定后，谈
到4万元，且约定一次性结清。

妥善化解纠纷后，兄弟俩握手言和，
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李友说，打人不
对，今后，遇到纠纷矛盾，他要控制好情
绪，避免被负面情绪影响做出过激行为。
李虎也意识到，法律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但亲人之间还是要相互体谅，不要因
为一件小事，让亲人变成仇人。

而今，在甘肃的广袤乡村，类似的实
践还有很多。无论是科班出身的法律从业
者，还是识字不多的老人、孩子，他们都比
先前更懂“法”，并逐渐将“法”融入自己的
生活，这才能使法律真正扎下根来。

将“法”融入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村干部没有执法权，好多事只能靠

磨嘴皮子，可要真正把话说到群众心里

去，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

镇若连村村委会工作 3年后，36岁的王领

云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如何和

父老乡亲“对话”。

26 岁的马良栋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

县清泉镇郇庄村做了 4 年村官，他感慨

道，“用大白话把国家政策讲清楚”是一

项重要职责，事关农村政策能否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要练就村里的“当家本领”，首先要

融入乡亲们中去。

王领云告诉记者，她是外来媳妇，此

前一直在兰州市区从事美容行业。 2020
年，孩子读书需要陪伴，她选择回乡。

恰逢村里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她年轻，又有大专学历，村委会便邀请她

帮忙。当时，她挂着工作证，说着普通

话，村民却不咋搭理她。

一边观察别人的处事方法，一边虚心

向村“两委”的前辈请教，王领云意识到

了问题所在：到老百姓家里去，不能板板

正正说自己是谁、要干什么，而是要寒暄

几句。比如，用当地话聊家常，“吃了

没”“忙不忙”，夸“房子修得漂亮”“院

里花草长得好”。

“打破隔膜，融入其中，很多话就可

以打开说，他们也乐于接受。”王领云现

在再去老乡家里，他们经常给她塞些水

果、瓜子。

除此之外，还要学会“随机应变”。

2021 年换届选举，王领云被村民选

举为若连村妇联副主席。随后，又通过考

核，被平安镇人民政府正式聘任为若连村

专职化文书、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几

乎天天都要和群众“打交道”。

一次普法宣传时，王领云和同伴去了

一家小卖店，店主爷爷却把他们轰了出

来，直言忙得很，没时间听他们说。王领

云灵机一动，借买水和爷爷套起近乎，了

解到爷爷的老伴儿也参与小卖部的经营，

当时正好有空。她便去家里和奶奶聊天，

了解到小卖部的进货渠道、货物的保质情

况等，还向老人家普及食品安全法。

马良栋也正在探索“如何用群众听得

懂的通俗语言，与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

交流”。

他认为，作为年轻人，有一个“谦逊

的态度”是第一位。马良栋是郇庄村人，

无论是不是上班时间，他都会及时回应村

民诉求；他还常向村里的长辈请教，增长

社会经验和见识。

2021 年，马良栋当选村党支部副书

记，同时作为村里“百姓参政团”的联络

人，负责辖区道路硬化、小区美化绿化、

上下水管网改造、矛盾纠纷调处、推进文

化活动、完善居民公约、推行楼院长责任

制、探索网格化管理、落实“三重一大”

（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

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 等事项。

“需要在更大舞台，做更重要的决策”，每

次说事议事，马良栋都会打好腹稿，和村

支书等人分工配合，互唱“AB角”。

“村里决策的前提要合乎法理、合乎

人情，为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在马

良栋心里，这是条“底线”。

他认为，处理村务时，村干部要学会

转化身份——不是拿“干部”身份，去要

求和约束对方，而是作为一个协调者、一

个帮助别人的人，来解决问题。“说事情

的时候，就事论事，还要了解不同意见，

再把条理思路捋清楚，分析利弊，找出平

衡点，以期达到共同目标。”马良栋说。

付出很多，委屈不少，在日常工作

中，马良栋也经历过被人误解、甚至指着

鼻子大骂的时候。自己在为村里做有意义

的事儿，他并不后悔。

“刚上班时，遇到棘手的事情，我就

想推，现在，我脑海里最先闪现的是我能

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把问题搞明

白，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跟别人沟通，协助

解决这件事”，马良栋看到自己的成长。

村民的信任也温暖着他的心。“以前

村民有了矛盾纠纷，基本都会闹到司法机

关，由司法机关通知村上配合解决。这两

年，都是网格长、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

员等主动发现问题，村民遇到问题，第一

时间也是先到村委会，寻求帮助，争取和

平解决。这让我们的工作从被动变得主动

起来。”马良栋说。

村民们也学会以法、以理辨别是非。

马良栋说，过去，因为一些公共事项，村

里召开村民大会，每个人都先考虑个人利

益，不同意见较多，而今，只要是对村子

发展有益，大伙儿都会支持。前不久，村

子要拓宽道路，占用部分不再使用的干渠

渠道。他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前，还想这

是个麻烦事，要先和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

沟通，再找持反对意见的村民逐个突破。

不料，会场上大家却全票通过，都觉得是

对村里有益的事。“这让我对自己的工作

越来越有信心。”马良栋说。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在火热

的基层淬炼中，还有很多像王领云、马良

栋一样的青年村官，担负起“穿针引线”

的职责。在他们心中，学会与乡亲们“对

话”，融入百姓中，是个良好开端，乡村

振兴任重道远，他们也会带着责任感、使

命感，坚定地走在大路上。

青年村官学会和老乡“对话”

近年来，甘肃省已
培养“法律明白人”6.57
万余名，他们在村里协
商议事会、人民调解委
员会、红白理事会等群
众自治组织中积极作
为 ，和 村 民“ 谈 法 论
理”、与本村的“三官一
师”（警官、法官、检察
官、律师——记者注）
等建成“大事一起干、
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
管”的乡村基层治理新
格局，带动更多老乡成
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排头兵”。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 张掖市委宣传部供图

记者手记

马良栋走访询问春耕生产情况。 受访者供图

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司法所所长董得光（左一）调解矛盾现场。

王 豪/摄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开展普法宣传。

王 豪/摄

炎炎夏日，为全面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同时不耽误群众采摘花椒，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西坡镇红崖村，利用中

午休息时间，在田间地头组织召开每月 10 日的民事直说会议。 贾甲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