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所为民服务

2019年11月14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熊晓丽 10 

湖南省司法厅携手今日女报全媒体推出

专访桑植县司法局陈家河司法所所长莫盛云

“民情日记”传播普法“好声音”

做好基层调解工作，排查矛盾纠纷

是关键。在日常工作中，莫盛云十分

重视法治宣传和依法治理，镇村两级

建起了法治宣传栏，并邀请专业人士

深入到学校、镇政府机关和部分村委

会，宣讲“三农”等法律知识。

同时，莫盛云主动创新，利用各

村“党员群众讲习所”，开展相应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宣传，“通过‘民情日记’

的案例说法，不但故事性强，而且贴

近实际，村民更容易听懂、听进去，

他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步增强”。“党员

群众讲习所”也增加了“调解室”、“法

纪道德宣教室”的新功能。

仅 2018 年以来，莫盛云就通过司

法所开展了“送法下乡 法治宣讲”等

大小活动 20 余次。此外，莫盛云还多

方奔走，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 3000 余

份，为老百姓提供法

律援助。

赡 养 老 人、
彩 礼 退 还、 邻 里
纠 纷 …… 在 湘 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泸溪县洗溪镇，
基层司法所的工
作 繁 忙 又 琐 碎。
对 此， 洗 溪 镇 司
法所所长王冰用
一 句 话， 总 结 了
所有工作人员的
工作态度：“群众
的事，都是大事”。
而 且， 为 了 更 好
地帮老百姓解决
问题，他们积累了“三大法宝”：每
家每户一张“司法所名片”、每村或
社区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点”，每个
月一次民情分析会。

走进泸溪县司法局洗溪司法所

司法为民，他们有“三大法宝”

洗溪司法所在“三
月三”民族节日庆祝活
动上进行法治宣传。

“春节等重大节日，很多外出打工青

年都回来了，很容易发生一些群体纠纷。”

王冰介绍，为了防范风险，洗溪司法所联

合洗溪镇综治办制定了《洗溪镇重大事项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推行民情

分析月例会制度。在重大项目、重大决策、

重大改革、重大政策推行之前，在重大

活动、重要会议组织或召开之前，进行风

险评估与民情分析。每年共进行风险评

估 15 次，组织民情分析会议 9 次。正是

这项制度，有效防止了不少大麻烦。

去年 2 月，正是春节期间，洗溪镇某

村村民杨华（化名）和外村女子王红（化名）

准备结婚。谁知，王红在收到 10 万元彩

礼后，突然决定不结了。杨华气不过，便

喊来村里的青壮年，分乘两辆面包车，去

女方家里要钱。女方家里一见，也气不过，

认为“我们村里的人被欺负了”，也纠集

一群青壮年过来撑腰。一时间，两方对峙，

场面十分紧张。

就在这时，5 辆公务用车停到了村口。

原来，在此之前，杨华所在村的村支书杨

明奎已经知道了杨华的事情，在去年 1 月

的民情分析月例会上，提出要重点关注杨

华。因此，当杨华等人的车子一出发，洗

溪司法所、派出所和综治办一共 20 人也

马上赶了过去。

王冰告诉王红家里，无论是根据法律、

道德，还是村规民约，彩礼钱肯定是要退

的。另一边，她说服杨华，要考虑女方之

前为准备婚礼也花了一些钱。最终，王红

家退回 8 万元。一场可能引发两村人斗殴

的事件就此成功化解。

除了民情分析会，洗溪司法所在每个

村和社区都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点”，

并制作了印有司法所工作职能和工作人员

手机号码的“便民服务卡”，方便村民随

时联系。

王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名片”

发放后，大家的手机更忙碌了，但“能为

群众解决麻烦，我们开心。”

因彩礼两村对峙，有预警瞬间化解

泸溪县有不少少数民族，因而有很

多传统节日。在洗溪镇，每逢三月三挑

葱节、六月六赶歌节等民族节日，十里

八乡的村民都会来到镇上的“水上舞台”，

进行唱歌、跳舞比赛，好不热闹。

对于洗溪司法所来说，这也是一个

绝佳的法治宣传平台。他们经常会邀请

律师在人群必经之地搭建“法治宣传台”，

为村民答疑解惑。

“一开始没人来，我们就设置一些牙

膏、肥皂等小礼品吸引村民过来。”王冰

说，村民起初抱着拿奖品的心态来，最

后聊着聊着就会说到自己的苦恼。“我们

就会顺着他们的问题，宣传跟婚姻、赡养、

农村土地等有关的法律知识。”王冰说，

问得最多的就是赡养问题。

最近有一次，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前来咨询：“我儿子在外打工，既不回来，

也不给我钱，我该怎么活啊？”王冰一听，

马上记下她的基本信息，向她所在村的

村干部了解情况。在核实后，王冰又致

电给老人的儿子。“没想到他特别横，就

说‘我反正没钱，你有本事就到法院告

我’。”听了这句话，王冰哭笑不得。考

虑到远水解不了近渴，王冰又给老人的

三个女儿做工作。最终，三个女儿答应

每人每月给老人家一笔钱，老太太的生

活也有了保障。

“老人儿子的工作，我们也将继续去

做。”王冰表示。

民族节日为法治宣传搭台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供图：受访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
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此，可以明确，周某签订的土地
转包协议是有效的……”把每天的工作情况和感受写入“民情日记”，
是“老莫”每天必做的一件事，也是他破解难题的“法宝”。

老莫名叫莫盛云，是张家界市桑植县司法局陈家河司法所的一名“老
司法”，担任陈家河司法所所长已近 30 年，多次被省司法厅、市司法
局评为“先进个人”。同时，陈家河司法所也被司法部、省司法厅、市
司法局“点赞”，先后获“全国残疾人维权示范岗”“湖南省规范化司法
所”“全市十佳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荣誉称号。

“民情日记”解民忧
“这套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到底归

谁所有？已经把户口迁离出村的钟小云

是否拥有该土地的所用权？这些问题需

向国土部门咨询求证……”11 月 9 日，

莫盛云告诉记者，每遇到一起案件，他

都会把心得、感悟记录成“民情日记”，

而上面这段“日记”则是来自于最近发

生的一起矛盾纠纷。

今年 9 月初，云朝山村一村民钟小

云（化名）找到了莫盛云寻求帮助。

原来，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钟

小云将自己在村里的房子变卖，并把户

口迁到了长沙。现在，钟小云想把宅基

地从村里要回来修房子，责任田和自留

地归她使用。而原来的宅基地已被村组

分配给其他村民建房，其他村民不愿意

退还。

莫盛云说，这起案子涉及到一些复

杂的问题，“比如，房子卖掉之后的土

地承包权、使用权，是归买房人还是归

“以案释法”推动普法教育

莫盛云（左）参与调解了一起纠纷，成功为
当事人争取到赔偿款。

村组所有？户口迁到了长沙，但身份证

上的地址仍在村里，那她算哪里人？退

耕还林的收益该分她一份吗？”

为此，莫盛云带着当事人找了公安

部门、国土部门、村支两委相关负责人

召开协调会。

莫盛云告诉记者 ：“从公安部门了解

到，身份问题以户口本为准。国土部门

在查询相关条例后表示，虽然户口迁出，

原房屋已经被卖掉，但是根据 1984 年

的政策，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及自留

山、自留地应该归钟小云所有。”

随后，莫盛云挨家挨户向占有土地的

村民宣讲了相关法规，并进行了劝说。如

今，相关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钟小云

成功收回了自己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

“民情日记”既是经验总结，也是普

法素材。在上述案例中，除了把“房屋

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归谁所有”等问

题总结到“民情日记”里，莫盛云还会

通过定期讲课的形式传递给村调解主任，

再向村民普及。“下一次，村里再遇到类

似问题，村调解主任就可以解决，效率

更高了”。

在莫盛云的带动下，村里的调解主

任们也兴起了写“日记”之风。“以前，

做调解还经常感觉有些力不从心，现在

找不到头绪的时候就去翻‘日记’，大部

分矛盾纠纷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云

朝山村的调解主任说。

据统计，近三年里，莫盛云协助陈

家河镇的村调委会成功调处各类民间纠

纷 617 起，协助综治办调解各类重大纠

纷 98 起。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扫一扫，
看司法所更多妙招

扫一扫，
阅读更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