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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促和谐人民调解促和谐人民调解促和谐 法律服务惠民生法律服务惠民生法律服务惠民生
——献县司法局开展法治宣传服务实践活动侧记
胡宇婷胡宇婷 杨鹏波杨鹏波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走深走
实，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对司法行
政工作的满意度，献县司法局多次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安排开展法治宣传服务实
践活动。

围绕“学宪法”“人民调解促和谐，
法律服务惠民生”等主题，献县司法局广
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业务骨
干、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为居民开展
法治宣传、接受群众法律咨询、代书等工
作。努力实现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全
覆盖，加快形成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良好氛围，倡导居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难题。

深化诉源治理
化解矛盾纠纷源头

县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组织人民调解员主动开展排查。特
别关注矛盾较为集中的婚姻家庭纠纷、邻
里纠纷、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矛盾纠纷引发的安全隐患。
2022年，各级调解委员会共调处各类民
间纠纷417件。

“我是一个‘献县土著’，更熟悉、理
解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县司法局调委会主
任邵雷照总是能够把话说到老百姓的心坎
上，在别人看来乱成一团麻的“糊涂账”，
他总能理出头绪，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多年来，邵雷照怀着“只要有一线调
解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努力”的决
心、耐心、热心，从行业惯例和乡风民俗
找准着眼点，实施“走心”之策，辅以

“法律天平”，成功调解了一起起纠纷，使
一地鸡毛的家庭矛盾小事化了，剑拔弩张
的合同纠纷双方握手言和，为居民们解决
了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矛盾纠纷大化解
人民调解促和谐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县司法局紧紧围绕矛盾纠纷“排、
化、防”的工作要求，紧盯各类风险隐

患，多措并举、多方联动、多元化解，从
源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以“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为工
作目标，组织各级调委会和广大人民调解
员坚持“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的工
作原则，深入一线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
起底大化解工作。重点围绕家庭纠纷、土
地纠纷、邻里纠纷、生产经营等方面开展
全面排查，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不稳定因
素，提前介入、提早预防，确保把矛盾纠
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多年辛勤耕耘终不负韶华。县司法局
邵雷照、赵梦瑶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
解员”称号。

提升群众幸福感
法治奏响“最强音”

县司法局在基层治理方面始终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以扎实开展法治创建活动为
推手，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形
成了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严格依法
办事的良好法治氛围，多个村获得“民主

法治示范村”称号。
他们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聚焦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献县司法局的服务水准专业到
位，丝毫不比大城市差。作为献县人，
我感到很自豪！”日前，献县在外工作
的刘先生曾到县司法局办理法律援助业
务。得到县法援中心工作人员热情接
待、周到服务，事后他特意打电话来，
以表感谢。

同时，县司法行政系统还大力弘扬司
法为民精神，抓重点、补短板、聚合力，
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服务大
提升；组织全县优秀律师、公证员和普法
志愿者成立“献县公共法律服务团”，通
过“讲、送、听”三部曲工作法，深入开
发区等地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为全
县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工程项目提供法治护
航。送法覆盖了多个重点工程项目，法治
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为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和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东唐庄征收改造项目正式签约东唐庄征收改造项目正式签约
赵会彬 彭锦帅

农家书屋成村民农家书屋成村民““充电站充电站””

本报讯（周晓婉 齐斐
斐）走进献县南河头乡东单
桥村，面积不算大的农家书
屋里，图书种类齐全、摆放
整齐，雅致的阅读环境舒心
怡人。每天，都有不少村民
前来读书、看报，小小的书
屋成了村民们的“充电站”。

“奶奶，我想看那个绘
本。”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和奶奶一起走进农家书屋，
按流程借好书后，津津有味
地读起来。

“现在我们俩经常泡在
书屋里，孩子自己看看绘
本，我也能跟着看看报纸、
读读书，年纪虽然大了，思
想还是要跟得上。”村民韩
喜文笑呵呵地说。

近年来，南河头乡以基
层群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将农家书屋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有效融合，
通过“农家书屋+‘点灯人’
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开展了图书推荐、图书
借阅管理等活动，不断拓展
书屋的功能内涵与外延。农
家书屋成为党的理论和国家

政策的“传播站”、村民增
收的“致富引擎”、文化娱
乐的“辅导站”、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

“农家书屋就是我的精
神伴侣，在那看看书、翻阅
报纸，还能以书法会友，大
家一起交流心得，生活很是
美妙。”村书屋管理员、志
愿者刘永波也是村党支部书
记，他说，村“两委”班子
经常邀请书法协会在书屋开
展书法交流活动。书法爱好
者和村民们一同推敲握笔、
运笔方法，他们带领村民们
先“书”为敬。笔墨飘香，
书香丹青，农家书屋一下子
就“活”了起来。

下一步，南河头乡将持
续加大文化惠民力度，集聚
资源，丰富各村农家书屋图
书数量和种类，进一步满足
村民们的需求。同时创新服
务，激发群众“充电”热
情，让村民们不仅可以在阅
读中汲取前行力量、涵养文
明新风，还能在阅读中“提
智”“提技”，点亮幸福新生
活，助力乡村振兴。

12月 12日，献县隆重举行东唐庄征
收改造项目签约仪式。备受关注的东唐庄
征收改造项目在广大村民的期盼中迎来了
签约选号的重要时刻。

东唐庄是县政府主导实施征收改造
的第一个“城中村”，承载着父老乡亲
的福祉，也肩负着给全县城中村当先
锋、做样板的使命。征收意味着政府是
实施主体，整个过程有法制保障、政策
约束、程序把控和审计监督，成功征
收、幸福征收、民生至上、用情用力、
高标高效是唯一的目标。献县将把东唐

庄征收改造项目打造成县城城市更新、
形象提升、环境改善和宜商宜居的精品
工程。

签约活动是东唐庄征收改造工作成果
的集中展示和阶段总结，也是乡亲们“村
民变市民”新生活的开端。依法依规、公
平公正，“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政策对
全村”是政府的承诺。《补偿方案》 和
《认定办法》 是征收改造的“底线”和
“生命线”，绝不会变。

在签约大厅，指挥部和相关单位提前
做好了充分准备，各工作组组长在现场提

供服务，全体队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入场、等候、签约、选号，每个环节都有
专人负责，现场秩序井然，各岗位高效运
转。按下红手印，奔向新生活，广大村民
热情高涨，不顾天气寒冷，积极踊跃到场
签约，为自己和家人的新生活作出郑重的
选择。

“今天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心里很热
乎。”东唐庄村民刘先生高兴地说。多年
夙愿今朝实现，在顺利拿到选房序号后，
大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幸福和喜悦荡
漾在每个人的笑容里。

精品示范村更添精品示范村更添““精气神精气神””

本报讯（王磊 齐斐斐）
献县西城乡张花村位于西城
乡政府驻地南2公里，人口
700余人，主要收入靠粮食
购销、农业种植、养殖。由
于村内早年没有做好长期规
划，导致村内住房、道路无
规划，常年失修，给村民生
活生产带来诸多不便。

今年下半年，张花村党
支部积极谋划，争取到人居
环境示范村建设项目，村

“两委”班子带头捐款并动
员村内居民积极集资，仅 3
天就筹集资金10万余元。

截至目前，张花村共
清理河道 300余米、清理垃
圾 2000立方米、拆除残垣

断壁 7 处、清理破旧宅基
地 2600平方米、拆除旱厕
2 处、平铺路肩 5200 平方
米、硬化街道 3 条共 1180
平方米、平整街道两条共
300米、清理小广告 200余
处、修建小游园 2 处，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村党支部书记李亮带领
“两委”干部亲力亲为，每
天盯守在施工现场，扎实高
效推进项目建设。今后，张
花村将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提升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村民群
众的幸福感，让村庄更有

“精气神”。

家事联合调解促家庭和谐家事联合调解促家庭和谐

本报讯（杨鹏波 齐斐
斐） 近日，献县妇女联合
会、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
成立了献县家事联合调解委
员会，这是全市成立的第一
个家事人民调解委员会。

“家事联合调解委员
会”的成立，标志着献县家
事纠纷调解工作步入制度
化、规范化轨道。既推动了
献县家事纠纷预防化解工作
再上新台阶，也充分发挥了
妇联组织、人民法院、司法
行政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中的重要职能作用。

“家事调解委员会为婚
姻家庭提供司法服务，有
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
了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助
推家事审判的改革工作，
真正贯彻了‘和为贵’的
民事审判宗旨，是多元化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入家

事诉讼调解的有力实践与
探索。”家事纠纷调解委员
会主任邵雷照说。

截至目前，家事纠纷人
民调解员已经调解婚姻家庭
纠纷 48件，积极探索家事
案件调解前置，力争将纠纷
化解在诉讼前。

接下来，献县将进一
步依法、依规开展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工作，加强与
相关部门协作，整合社会
资源，积极构建多部门共
同关注、多渠道综合调处
的工作格局。把家事纠纷
调解工作与普法、平安和
睦家庭创建等工作紧密结
合，通过法治宣传教育，
增强家庭成员自觉履行法
律义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家庭责任感，从源头
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发
生。

中国弦鸣乐器制作工艺非遗传承人李乐平正在进行二胡琴筒制作。其产品受到国内各大民族乐团演奏家和乐器爱
好者的喜爱，并屡次获得国内民族乐器制作比赛金奖。 彭锦帅 摄

陈圈村有个陈圈村有个““善者陈灵善者陈灵””

本报讯 （周 海 波 乔
倩） 在献县河城街镇陈圈
村 有 一 个 孝 老 敬 亲 的 典
范，他把母亲照顾得无微
不至；他热心村庄建设，
出钱、出力、出人、出点
子；他是村里有名的热心
肠 ， 勇 于 施 救 ， 善 帮 困
者。他，就是陈灵。

提及陈灵，村里人都
竖 起 大 拇 指 夸 赞 他 的 孝
顺。多年来，他和妻子把
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今
年 101岁的老人面色红润、
精神矍铄。

陈灵不仅是孝老敬亲
的典范，还是热心村庄建
设的榜样。只要村里建设
有 需 要 ， 他 都 主 动 作 贡

献 ， 多 次 为 村 里 建 设 捐
款。对村里的付出可不只
是捐钱这么简单，他出资
出力，全力支持陈圈村建
设，积极为村庄建设出谋
划策。遇到困难工作，还
帮 着 一 起 做 群 众 思 想 工
作。

村里人都知道陈灵是
个热心肠，谁家遇到困难
他 都 过 去 帮 一 把 ， 出 份
力、尽份心。几年前，村
民赵运改和丈夫开货车发
生交通事故。在赵运改受
伤严重的危急时刻，陈灵
第一个冲上去施救，直到
救护车赶来，他才悄然离
开。陈灵也因此获得了多
项荣誉。

十五级镇扎实推进法治乡镇建设十五级镇扎实推进法治乡镇建设
周海波

日前，十五级镇邀请县法院城关法庭
到大董庄村宣讲《民法典》知识。城关法
庭庭长钱英结合实际案例，围绕群众关注
的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等《民
法典》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就群
众提出的问题与困惑进行详细解答。

冬季的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都听得
非常认真。“今天通过钱庭长给我们讲解
《民法典》的知识，使我们有了更深度的
认识。今后在生活中遇到侵权问题，我们
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大董庄村村民董平安说。

近年以来，献县十五级镇通过普法宣
讲、法治诊所建设、“民法典游园”等多
种形式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法治
乡镇建设。

宣讲《民法典》只是十五级镇推进法
治乡镇建设的一个缩影。十五级镇在全县
率先开办法治诊所，聘请调解员到诊所

“坐诊”，听取群众诉求。从法理、情理、
治安管理、乡土人情等方面，及时有效调
解村民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困惑和难
题。

十五级镇还在大董庄村修建了“民法

典游园”，通过普法“三字经”、《民法
典》图解等形式，增强村民法治意识，进
一步营造学习、宣传、遵守、维护法律的
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我镇‘六个
年’建设目标，与政法部门有效对接，
巩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实现 19个村
全覆盖。”十五级镇镇长杨海亮说，“要组
建法治队伍，用好法治明白人，创建‘一
所两线’，以法治诊所为中心，实现线上
提效、线下提质，全面建设法治乡村，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

庭院经济庭院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周海波 齐斐斐）近年
来，十五级镇后庄村拆除村内残垣断
壁，引导村民利用闲置宅基地和自家
庭院，通过种植蔬菜和发展手工业增
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初冬时节，气温骤降，但后庄村
村民高素芬家的菜园里却春意盎然。
脆嫩的小葱、鲜绿的菠菜、挺拔的大
葱……一畦畦蔬菜舒展着勃勃生机。
高素芬家的菜园原来是两处断壁残
垣，旧房拆除后，她在上面种植了各
类蔬菜，满足家用后每年还能带来
2000余元的收益。

除了利用闲置宅基地种植蔬菜，
后庄村还鼓励村民发展家庭手工业。
当前正值农闲时节，村民弥苓在自己
家中忙着做手工活，一个个风筝配件
在她手中上下飞舞，眨眼间一个风筝
线轮就组装完毕。

“手工活难度小，在自己家里就
能完成，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能
给家里增加收入。”弥苓说，“没事的
时候，老人、小孩儿这活儿都能干，
一天能赚三四十元钱，手脚麻利的能
赚四五十元钱呢。”

在弥苓的带动下，村里不少村民
都在家从事手工业，足不出户，在自
家院子里就能增加收入。

“庭院经济既可以获得较高的经
济效益，又能美化生活环境，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度统一。我们将
继续推动庭院经济建设，更好地带动
群众致富增收。”后庄村党支部委员
马德文说。

今年 66岁的卢秀峰是康洁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环卫工，从事环
卫工作已有6年。他每天清晨四时半
就起床，早晨五时准时到岗开始工
作，认真细致地清扫街道。

天亮后，他就开始擦拭责任区内
的果皮箱、垃圾桶等公共设施。随后
开始巡查清扫负责路段，开展全天候
精细化保洁作业。路边、街角、绿化
带里的烟头、纸屑等垃圾都逃不过他
的眼睛。为了做到随时清理、保证路
面整洁，他增加保洁频次，每天不知
道要在这个路段来回走动多少次，看
见哪里有垃圾就清扫起来。

卢秀峰目前负责献县文化公园北
门路段的环卫工作。这个路段车流
量、人流量都比较大，清扫保洁难度
大，容易反弹。对此，卢秀峰总结出
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勤走勤转
勤捡”，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换来美丽
环境。

卢秀峰说，比起明面上看得见的
垃圾，绿化带里的垃圾和落叶相对来
说更难清理一些。即便如此，他也是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好绿化带的
垃圾清理工作。

卢秀峰既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
退伍军人，他说：“无论做什么工
作，在什么岗位，都要把自己的本职
工作做好。老了，就要老有所为，干
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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