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法庭进校园 小学生变身“小法官”
“到操场后，怎么想起来去偷钱？”身穿法袍的

“审判长”如此质问。1月10日下午，花园路小学
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庭审拉开了序幕。

在模拟法庭上，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
原告、被告、法警等角色的，都是学校五六年级的
小学生。庭审现场，气氛严肃紧张，让台下的师生
如同身临其境。“此次庭审，提高了我们的法律意
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模拟法庭”上扮演“审
判长”的六年级学生王旭说，

“通过举办‘模拟法庭’活动，希望学生们能进
一步认识到法律的神圣尊严和不可侵犯。”花园路
小学副校长刘文秀坦言，学校的模拟法庭，是书本
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可以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
到更多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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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队的工钱“缩水”，产生纠纷，咋办？
村里修天然气管道时，挖断邻村电

缆，怎么处理？
这里朗朗上口的山东快书非常流行，

讲述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里，既有一个个生动

的人物，还有一条条惠民的路径。
乡村治，百姓稳，天下安。
高唐县通过选好配强法治服务队伍，

巧用群众力量助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
践中取得良好效果。

1月8日，记者走进高唐县采访，感受
到一种向上的法治民主正在蔓延，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追回7500元施工款
背后有法律惠民工程

“俺不是恁镇上的，李红恩是，俺这个
事你管不管？”

“管！一定管！”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一大早，清平司法

所司法助理员田源就接到一个申请调解
电话。

打电话的是邻镇村民严东田，自称其
为清平镇军户李村村民李红恩盖了一间
偏房，结算时却因算错施工量致使其工钱
大幅“缩水”。

他多次找李红恩要求补款，李红恩均
以已按合同兑付完毕为由拒绝。

“你了解李红恩的情况吗？”刚放下电

话的田源又马上拨通军户李村法律顾问
李振旺的电话。

“了解。李红恩家确实有一间新偏
房。我建议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咱所与
邻镇司法所共同见证，开展现场测量、确
定施工量。相信有公认的施工量，该案调
解成功几率会大大提高。”基层法律顾问
李振旺熟知村情民意、调解思路清晰，让
田源由衷地感到他既是司法所的“好帮
手”，又是村民的法律服务“贴心人”。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双方如约来到李
红恩家，在两家司法所和法律顾问李振旺
的共同监督下开展测量，最终测量结果比
已结算施工量多出2.5万块红砖。

在测量结果面前，双方接受了司法所
的调解，李红恩同意以每块砖0.3元的价
格结算剩余施工款，并当场向严东田支付
完毕全部剩余款项7500元。

存在了近两年的矛盾一朝得解，双方
握手言和的同时，也由衷地赞叹道：“你们
的调解效率真高！”

有了既熟知村情又业务过硬的法律
顾问李振旺的加持，此案自然得以高效妥
善办结。

清平镇军户李村是被司法部命名的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此外，高唐县还
有省级、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27个。

高唐县推行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
问”法律全覆盖工程，法律顾问已经成为高
唐县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顾问走村串巷，积极为群众生产生
活提供法律服务、依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高唐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启静

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他
们把基层法律顾问作用发挥作为一项法
治惠民工程，让群众零距离享受到优质便
捷的法律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平安、稳
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妥善处理挖断电缆事故
背后有群众法律“智库”

“不好了，不好了，蔡书记，把人家的
电缆挖断啦！”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姜店镇某村支
部书记蔡庆山正在组织施工队伍给村
里修天然气管道，不慎把邻村村民埋设
在农田下用于浇地的电缆挖断了。

蔡庆山刚被选任为“法律明白人”并
参加了培训。

面对突发情况，他冷静分析利弊——
挖断的电缆是邻村村民浇地用的，不妥善
处置就会影响到邻村的秋种，必起纠纷；
但天气渐渐变凉，自己村里的天然气施工
进度也不容耽误，否则会影响到全村村民
冬季取暖。

怎么办？他迅速联系镇上的专职人
民调解员孙英水、谢忠芝，请他们调解，又
马上联系邻村负责人，找到埋设电缆的村
民尚大海。

两名专职人民调解员赶到现场、查明
实情后，在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的同时，又找来专业电工对尚大海的损失
进行了准确计算。

孙英水依照事实、法律及双方意见拟
定调解协议，最终由施工队当场赔付尚大
海400元，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至此，一起因乡村天然气施工造成的
电缆损坏赔偿纠纷及时得到妥善解决，既
维护了施工方的正常施工秩序，又使群众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2021年，高唐县实施“法律明白人”培
育工程，共选拔“法律明白人”689人；通过
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为每个镇街选配2
名精通法律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高唐县司法局组织专职人民调解员
通过“线上+线下+实训”相结合的方式，
针对农村多发的交通事故、房屋与土地征
收、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问题，分专题对

“法律明白人”开展培训。
徐启静说，现在，“法律明白人”与专

职人民调解员一道，日常学法、农闲普法、

遇事找法，架起镇、村两级依法治理的“钢
筋铁骨”，也让基层群众有了身边的法律

“智库”。

多样法治宣传作品流行
背后有一群普法志愿者

“大老刘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人现眼
遭笑话。这就是，宣传民法典一小段，劝
大家，抓紧时间去学民法，抓紧时间去学
民法！”

这段高唐县群众耳熟能详的山东快
书正是出自本地知名普法志愿者周长征
的手笔。

在高唐，要论起普法志愿者中谁最有
文采，周长征首屈一指；要说谁最敬业，周
长征也是当仁不让。

周长征创作了以民法典为主题的山
东快书十余篇，通过朗朗上口的快书形
式、生动有趣的小案例向群众普及民事责
任年龄、高空抛物、善意减责、军婚保护等
法律知识，被县司法局制作成小视频后，
受到了群众的传唱和点赞。

闲暇之余，他创办起微信公众号“长
征文法小镇”、建立长征文法小镇交流
群。每天收集群友的法治需求、准时推送
其精心挑选或创作的法治内容，早已成为
周长征的生活日常。

“长征文法小镇”运行3年多来，共推
送各类信息 3000 余篇，其中有 64 篇系原
创。

一枝独秀引春来，百花齐放香满“唐”。
在周长征的引领下，高唐县的能工巧

匠们积极将法治元素融入山东快书、剪
纸、麦秸画等作品，创作出多系列法治文
化精品。

徐启静介绍说，高唐县每年都举办法
治消夏晚会，均会邀请有代表作的本地普
法宣传志愿者登台演出，既向群众展示出
法治文化浓厚的乡土情怀，又激发出普法
队伍的接续创作热情。

同时，高唐县注重青少年普法宣传教
育，“开学法治第一课”形成制度化，在全市
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与知识大赛
中，该县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连续五年
获得总冠军，营造出全社会学法的良好氛
围。

（文中涉案当事人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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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白人”解了群众愁
这里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种助力乡村振兴的法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