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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百姓安。作为社会运转
的微小细胞和基层单元，乡村可谓国
家治理的基石。

近年 来 ，各 地 加 强 法 治 乡 村 建
设 ，夯 实 乡 村 治 理 根 基 。 从 青 藏 高
原 到 华 北 海 滨 ，良 法 善 治 如 同 一 股
春 风 吹 拂 在 山 村 街 巷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在 法治力量助推下不
断夯实提升。

依法治理，乡村发展讲规矩
有秩序

“历经 9 个多月调解，这起 20 多年
前 签 订 用 地 协 议 引 发 的 纠 纷 最 终 平
息。租地公司支付补偿款，为村民增
加了一笔集体收入，村民们也为自己
的过激维权行为表达了歉意。”回忆起
马鞍村去年化解的一件“老大难”问
题，村党总支书记郁军对法治乡村建
设前景看好。

马鞍村曾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的经济薄弱村。1999 年，马鞍村西黄
村民小组与常州一家电器公司签订协
议出租土地，最近几年，村民们以物价
上涨为由要求提高租金，而电器公司
却以买断土地为由拒绝支付。双方矛
盾一积多年，纠纷激烈时，村民们用泥
石堵路，挖断电器公司的下水道表达
抗议。

镇、村调解组织主动介入，专业律
师向村民解释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
区别，“金牌”调解员向公司陈说这些
年土地租赁市场的变化，进而提出合
理方案。马鞍村资深调解员沈忠良告
诉记者：“问题最终圆满解决，村民们
都说，遇到难事还得找法律！”

中国广袤乡村盛行人情文化，以
往主要靠“能人管村”和“道德治理”。
进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乡村引入法
治思维，以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难点、

堵点和痛点。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也形成热潮，但由于转让土地多为口
头约定，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少。在河
北省衡水市阜城县的建阳村，村委会
从 2016 年起就指导村民写明协议书、
承诺书，将权利义务等细节都落实到
纸面上。这不仅避免了日后矛盾纠纷
的出现，也培养了村民的契约意识和
法治精神。

在 地 处 黔 北 遵 义 市 桐 梓 县 的 七
二村，村民们由以往违法违规不断，
转 变 为 走 上 依 靠 资 源 优 势 发 展 乡 村
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依法打
击、法治教育在由“乱”到“治”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依靠法治为各项事业保驾护航，
形成了公正清明秩序的乡村才更美。”
建阳村党支部书记杨超说。

延伸服务，打通守法用法的
“最后一公里”

“全体村民，北京城里来的常律师
今天在我们村‘坐诊’，有法律问题的
请马上来大队咨询。”

周一下午，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村
的大喇叭准时响起，播送“法律门诊”的
开诊通知。不一会儿，村委会的办公室
里，“坐诊”律师身边就围满了人。

“我婆婆和我爱人一起出钱盖的
房子，将来怎么分？”“我和邻居对一处
共同过道的划分有争议，咋解决？”村
民的问题五花八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2020 年
3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
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努力实现涉农
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更加完善。不少地方已经提前
行动，将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通过律
师“坐诊”、人民调解等做法助民维权、

保障民生，实实在在增强了百姓的获
得感。

湖 北 省 秭 归 县 构 建 县、乡（镇）、
村（居）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全县
182 个 村（居）已 实 现 法 律 顾 问 全 覆
盖。2019 年 10 月，响水洞村村民邹荣
秀的丈夫在外打工因事故身亡，驻村
法律顾问和村委会当天介入，帮助家
属与用工方协商，第二天就督促用工
方将商定的赔偿款打到邹荣秀的银行
卡里。

河北省阜城县组织全县律师和公
检法司等政法部门专业人才，担任村

（居）法律顾问，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
织建设，村村都建立调委会，实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 喝 上 二 两 酒 ，一 言 不 合 动 拳

头’，如今这样的事情在阜城已经很难
见到了。”阜城县司法局局长息玉民
说，通过构建村（居）法律公共服务体
系，助推了乡村法治、德治、自治的“三
治合一”，平安、稳定、有序的乡村发展
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保障。

遵法守约，夯实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基础

四川巴中市平昌县陇山村的王久
发、张秀华夫妇在村口开了 20 余年的
小卖部，过去因为签订合同常有漏洞，
进货时屡次被坑。2016 年司法部开始
派驻干部到陇山村挂职，建起法治文化
大院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熟悉了法律常
识的夫妇俩掌握了签约主动权。

陇山村的法治文化大院还发挥着
议事决策的功能。村“两委”在这里落
实“村民说事会”制度，村民自主选举
说事长、根据全村重大发展事项或矛
盾纠纷，定时间、定主题，共同评说。

通过说事制度，刚结束 2 年任期
的派驻干部张体磊带动村里发展养殖

业，拓宽销售渠道，2019 年陇山村合作
社销售额从 80 万元增加到 600 万元左
右。张体磊说，大家共同参与到决策
过程中，村里的资产盘活了，致富就有
希望了。

随着法治在乡村振兴中显身手，
越来越多干部、村民自觉加入遵法守
约的行列之中。

党员干部做表率。河北省阜城县
培训村干部当好“法治带头人”和“法
律明白人”。2016 年，建阳村推广“榛
谷间作”种植模式，大部分村民担心榛
子长不成，顾虑重重。村里没有粗暴
决策、强制推广，而是由乡包村干部、
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三方联动，挨家
入户宣传讲解相关政策和产业效益，
邀请省农林科学院专家开展种植结构
调整讲座，最终通过试点的引导，看到
切实效益的村民纷纷加入种植。

村民百姓齐参与。在依靠“农业
起家、工业发家、旅游旺家”的江苏省
常熟市蒋巷村，近年来遇到了许多新
问题：整治千亩农田，田间附属房屋星
罗棋布，不服从统一规划；农民新村乱
搭乱建、毁绿种菜时有发生……

2019 年 12 月在对《村规民约》进
行第五次修订时，蒋巷村村委会严格
执行从收集意见、提出初稿、征集意
见、合法性审查，到表决通过、公布实
施、上级备案的“七步工作法”，特别是
组织村民对违规占道经营、保护公共
环境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充分保证了公众参与权的修订版
《村规民约》实施后，全体村民严格遵
守，蒋巷村由此掀起讲文明、去陋习的
新风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良法善
治，民之所向，来自乡村的法治信仰正
在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扎牢坚实基础。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王炳坤

良法善治润民心
—法治乡村建设扫描

从 2016 年开始，王学芹家每年
多了一个重要的庆祝日。“祝咱家日
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近日，老王
一家 9 口第一次齐聚一堂，举起酒
杯，庆祝搬迁第六年。

“搬迁年”，成了老王家的特色
纪年法。

2016 年 秋 收 结 束 ，王 学 芹 家
从 黄 河 边 的 破 瓦 房 ，搬 进 了 封 丘
县 李 庄 镇 移 民 社 区 的 电 梯 楼 ，成
为 河 南 省 第 一 批 黄 河 滩 区 搬 迁
户 。 从 那 以 后 ，每 年 全 家 人 团 聚
的 第 一 顿 饭 ，都 成 了 王 家 人 固 定
的“庆祝宴”。

“搬新家，迎新生，比过年还有
意义！”王学芹高兴地说。

奔 腾 不 羁 的 黄 河 孕 育 了 中 华
民族，也在黄淮大地上撕裂出一道
道伤口。频繁改道，将上百万群众
卷入滩区，他们在洪水和泥淖中挣
扎 了 百 年 。 王 学 芹 一 家 就 是 其 中
之一。

“以前的老家距离黄河 100 米，
每年涨水都害怕，那个呼啸声能把
你淹没。”王学芹回忆，小时候，每
年 汛 期 前 ，父 母 都 把 粮 食 、衣 物 打
包 好 ，一 旦 黄 河 发 水 ，全 家 老 小 就
背 着 包 袱 往 高 处 跑 。“ 几 乎 年 年 发
大 水 ，庄 稼 三 年 两 淹 ，吃 粮 全 靠 国
家救济。”

为 了 让 滩 区 群 众 搬 出“ 水 窝
子 ”，过 上 好 日 子 ，河 南 从 2015 年
开 始 试 点 黄 河 滩 区 移 民 迁 建 ，结
合 脱 贫 攻 坚 ，2017 年 河 南 制 定 了
黄 河 滩 区 居 民 三 年 迁 建 规 划 ，计
划 到 2020 年 实 现 对 地 势 低 洼 、险
情 突 出 的 24.32 万 群 众 整 村 外 迁
安置。

根据滩区居民迁建政策，王学

芹家几乎没有额外付款，用自家上
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老房子，置换了
这套 120 平方米的新房。从滩区搬
到了乡镇，一家祖孙三代过上了新
生活。

“新房子宽敞明亮，新小区干净
整洁，社区里的医院、银行、学校、市
场可齐全了。”王学芹说。

搬迁后，王学芹的女儿王辉结
束四处漂泊打工的日子，回到李庄
镇，在商业街开了一家蛋糕房。因
为周边滩区迁建，群众生活集中，李
庄镇越来越繁华。“守着父母守着孩
子，真的挺幸福的。刚开业的时候
镇上只有 1 家，现在已经有了 9 家蛋
糕房。”王辉说。

不仅像王辉一样的年轻人选择
回乡创业，越来越多的乡贤也带着
项目回到了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
富。在外打拼多年拥有两家服装加
工厂的张桂梅，回乡创办了新星制
衣厂。“因为我们老家搬迁了，很多
搬迁户要就业，我就回来了，想要带
着家乡人共同致富。”张桂梅表示。

如今，李庄镇的工业园区已经
引进了亿德隆、车易捷等汽车零部
件加工企业和新星制衣、爱贝服饰
加工等 9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可吸纳
就业人员 3000 多人。

夜 幕 降 临 ，老 王 家 温 暖 如 春 ，
一 家 人 吃 着 饺 子 、聊 着 天 ，其 乐 融
融。记者了解，黄河两岸，濮阳、中
牟 等 地 最 后 一 批 滩 区 迁 建 移 民 正
在忙碌着为搬家收尾，准备在新房
里开启生活“新纪元”。

新华社记者 杨琳

搬搬出出““水窝子水窝子”，”，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
——黄河滩区移民生活一瞥黄河滩区移民生活一瞥

张桂梅（左）在李庄镇创办新星制衣厂，吸纳搬迁户就业（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1 月 25 日 ，重 庆 上 坤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的 工 人 在 生 产 无 菌 医 用 一 次 性
防 护 服 。 目 前 ，这 家 企 业 无 菌 医 用 一 次 性 防 护 服 生 产 量 已 经 达 到 日 均
3000 件 。

入冬以来，随着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各类医疗防疫物资需求激增。为
此重庆丰都县工业园区内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加紧医疗防控物资生产，满足疫
情防控需要。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为持续推进“减证便民”，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宁夏回族自治区近日印发了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
案》，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
办证多、办事难、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根据方案，宁夏要求全区各级行政
机关和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办理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依申请行政事项
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在向行政机关申请
办理行政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

（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
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相关
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
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告知承诺制

将在户籍管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
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健康体检、法
律服务等方面尽快推行落实。

按照方案，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
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
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
要求的证明。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
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
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
制。宁夏要求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
方式办理的企业和群众采取歧视性监
管措施。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
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
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
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新华社记者 杨稳玺

宁 夏 全 面 推 行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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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小 传

孙学良，男，汉族，山西广

灵人，1980 年 6月出生，1999

年 12 入伍，2015 年 12 月退

役，2000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

1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2016年 12月创

办广灵县泓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 300多万元推广科学

种植技术20多项，试种新品种

10多种，推广 4个优质高产的

谷子品种，创立“雁北大白谷”

“三间房大白谷”谷子类品牌。

曾获大同市首届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大赛二等奖、山西省首届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二等

奖。公司创办 4年来，累计带

动 110户、180 人就业，吸纳 5

名退役军人就业。

孙学良：健康“五色米”走出不凡路

孙学良在大同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上获奖孙学良在大同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上获奖

生在广灵，吃着优质的广灵小米长大，孙学

良矢志不渝地将广灵小米的推广作为自己的人

生目标，健康“五色米”描绘出发展健康农业、智

慧农业的光辉前景。

启事业新篇，创业路一波三折

2016 年 12 月，孙学良创办了广灵县泓源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解决广灵县周边

秸秆离田难题为主的公司，在当时还是一个新事

物。

他自筹 30 余万元购买了两台秸秆打包机、一

台拖拉机、一台割草机，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有

力地帮助了农民增收致富。但由于产品滞销，加

之对秸秆打包技术、农民销售心理掌握不足导致

公司发展步履维艰，在艰难地坚持了 3 年多后，他

不得不退出了这个市场，为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交

了 40多万元的学费。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对广灵小米的情有独钟，让他萌发了做更有营

养、更加绿色健康的小米的想法。然而，农产品

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创业之初全家人只能靠妻

子的微薄收入维持。为此，他和妻子吵翻过脸，

甚至一度想打退堂鼓，但真正要放弃时，他还是

下不了决心。

“周围的人都劝我安安稳稳地找一份工作，

妻子也劝我去当个保安，守在家人身边。可是我

跟妻子说，50 岁以后我也能当保安，可 50 岁以后

我还有创业的心劲吗？”孙学良激动地说。最终，

他选择了坚持下来，打造高附加值健康“五色米”

成为他奋斗的全新目标。

为小米代言，找市场四处奔波

广灵县宜兴乡是优质广灵小米的主产地，经

过对壶流河流域小米优质品种进行筛选，孙学良

最终选择了在宜兴乡南房、三间房、直峪三个村

庄试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米新品种。“专家对

这些区域的水源、土壤、气候等进行全方位的考

察、数据统计，精准确定地块，并严格执行两年一

季粮的种植规定，推动传统农产品品质进一步提

升，我就是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小米。”

2018 年至今，孙学良先后投入 28 万余元开

展优质小米新品种的实验种植推广。春季播种

控制植物株距，生长期间掌握苗木周期，间隔多

长时间锄地、浇水，孙学良从一名海军战士变身

为一位脚踏实地的农民，他只想种出不一样的广

灵小米——黑、绿、白、红、黄健康“五色米”。

然而，创业的道路岂能一帆风顺？与其合作

的农民春季领上了种子，也按要求种了下去，可

是到了秋季收小米时，却由于优质小米畅销，农

户或是自行将小米卖与他人，或是拒绝出售给孙

学良，形形色色的插曲令人哭笑不得。

但孙学良相信好产品终有市场，近日他和团

队的伙伴们一边通过线上销售扩大知名度，一边

线下入驻太原、北京社区精准构建客户网络，“提

高客户忠诚度，以广灵小米为突破口，我要带动

广灵其他农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追人生梦想，“五色米”描绘蓝图

2020 年８月１日，孙学良以“公司＋农户、健

康五色米”创业项目，在大同市首届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大赛喜获二等奖。9 月，在山西省首届退

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上，获得了精准扶贫组第

一、大赛第二的好成绩。“真心感谢各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让我在创业的

道路上目标更明确、方法更科学、资源更丰富。

创业不能只靠一腔热情，了解市场、把握商机、寻

找机会，创业的脚步才能更加踏实。”

以军人的作风激励自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

自己，孙学良说：“退役后，虽然当年的军人身份

前面加了退役二字，但是 16 年的军旅生涯已经给

我的灵魂和血液烙上了军人的印记。”

从健康理念出发，孙学良种植的“五色米”开

始为人所识。孙学良介绍说，黑、绿、白、红、黄健

康“五色米”各有各的特性，比如黑小米富含谷氨

酸，对血糖有双向调节作用；绿小米富硒含量高于

其他小米，具有抗衰老、抗氧化功能；白小米含有

人体不可缺少的氨基酸。“五色米”让食用者各取

所需，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养生需求。下一步

孙学良设想引入智慧农业，让城市居民通过互联

网全程体验农业生产，全方位、全时段参与、见证

自己购买的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历程。

此间，他发现新媒体的移动营销作用非常重

要。2020 年 11 月成立了广灵百姓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就是希望通过新媒体营销，在深入推

广健康‘五色米’的同时，借助这一平台，把广灵县

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宣传出去、销售出去。我不仅

自己要活好，也想帮助更多的广灵人活得更好！”

文/邸东芳 陈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