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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甘肃的村庄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和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山

海情》中宁夏西海固一样，飞沙走石，荒
凉、偏远、贫穷、落后，“风吹过，天上
鸟无踪影，石飞过，地上寸草不生”。这
可能是不少没去过甘肃的人们脑海中的西
北画像。

然而，记者日前随司法部“法治乡村
建设基层行”来到甘肃兰州市和张掖市
时，看到的却是，宽阔的石板广场上竖立
着十几盏古色古香的两米多高的路灯，四
角檐上挑着大红灯笼的议事长廊，百姓议
事亭里坐着几位悠闲聊天的村民，一排排
灰色楼房的前后被各种绿色植物环绕，白
色围墙上，象征公平正义的法槌上方，写
着“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的红色醒目标语，主干道的围墙上张贴着
民法典的宣传画，路两边整齐摆放着分类
垃圾箱……

这是张掖市甘州区甘浚镇速展村，眼
前干净、整洁、祥和的村落颠覆了人们对
西北的固有印象。事实上，还不止这些。

群众福祉的“面子”和法治意
识的“里子”同步推进

烈日下，一位男扮女装的老人身着红
色演出服，头戴红花，一边扭着身子，一
边打着电话，之后高兴地告诉女扮男装、
身穿深蓝色布褂、头戴米色鸭舌帽、手里
握着一杆老式烟枪的老伴儿：“老头子，
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
钱。”正当夫妻二人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
之时，又一通电话打来，顿时，“老奶
奶”脸色大变，捶胸顿足，蹲在地上起不
来了。老伴儿问起时，“老奶奶”带着哭
腔道，“老头子，咱们的钱全部被骗走
了！”

“这是村里法治宣传文艺小分队以
‘甘州小调’的方式在向群众进行反诈骗
宣传。”速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鑫说。

张掖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节点城市。速展村距离闻名遐迩
的张掖七彩丹霞公园仅7公里，是通往丹
霞景区的必经之地。全村下辖11个合作
社，502户1860人。2021年度人均可支
配收入 20318 元，集体经济收入 120
万元。

“我们村依托丹霞景区，大力发展乡
村产业，于2018年建设了占地147亩的
特色街区，村民们开起了‘农家乐’、做
起了‘大锅台’等特色乡村餐饮美食，实
现了村民生产生活和村容村貌的大转
变。”王鑫说。

这几年，速展村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
程中，也非常注重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
设。王鑫说，“因为，法律才是乡村振兴

的保障，要坚持把群众法治意识、思想道
德的‘里子’和村容村貌、群众福祉的

‘面子’同步推进，让百姓在‘富口袋’
的同时也‘富脑袋’，实现物质、精神

‘双丰收。’”为此，村委会按照甘肃省及
张掖市的要求，在法治乡村建设上下足功
夫。普法方面，除了甘州小调、三句半、
喜剧小品等娱乐形式宣传外，速展村还建
设了两个村级法律图书角（室），对村民
免费开放。同时，还会通过法律咨询、

“乡村夜话”、庭院会议、大喇叭等，向村
民宣传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以拓展村民学法用法的广度和深度。

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逐
渐提高

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整齐地摆放
着《法律问答手册》《信访工作条例宣传
手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政策问
答》等手册和宣传页，甘肃朝蓬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向前正在回答几位村民的问题。
他们后面，50岁的郭忠山正翻看手中的
法律宣传手册，他想深入了解有关工伤的
条款，原来这跟几年前他在一家建材厂打
工时意外受伤有关。

郭忠山是维修工，每天负责工厂机器
检修。建材厂要将小石子通过传送带运到
车间后，再与水泥混合做成预制构件。有
一天，郭忠山工作时发生意外，被传送带
绊倒导致骨折，之后被紧急送医。当时的
他根本不知道工伤一说，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焦虑的不是伤情，而是医药费。家庭
条件本就一般，实在担心家庭因他受伤而
背上债务。他听说有劳动合同，却从没见
过，其实，他也不知道劳动合同有什
么用。

幸运的是，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这
家工厂老板并没有赖账，还主动与他协
商，最终赔付他13万元。对于这笔钱，
郭忠山有种意外之喜的感觉。

近年来，张掖市在全市实施“六个
一”工作机制，即“一村一法官、一检察
官、一民警、一法律顾问、一人民调解
员、一心理辅导员”，以方便村民依法、
用法、靠法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矛
盾纠纷，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村委会
将他们的姓名、照片、联系方式、岗位及
工作职责张贴上墙，而他们也会定期到村
里做法律咨询和心理辅导。

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邢建会是速
展村的法律顾问，在一次法律咨询会上，
郭忠山前去咨询自己受伤一事。邢建会表
示，根据郭忠山受伤程度及张掖市的工资
水平，如果工厂给他交过工伤保险，应该
可以获得大概22万元的赔偿。不过，邢
建会也承认，郭忠山还是比较幸运的：一
般来说，如果没签合同，这时候老板都会

开始“躲猫猫”，想要得到赔偿，比登天还
难。因此，邢建会建议郭忠山以后工作，一
定要记着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确认劳动
关系。

如今，郭忠山已“跳槽”到了另一家工
厂，工种还是维修工，不同的是，这次他跟
工厂签订了劳动合同。

“乡村治，百姓安，天下稳。”乡村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单元和“神经末
梢”。近年来，甘肃省坚持立法强保障、普
法浓氛围、“三治融合”提效能，扎实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在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上着力，在教育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上想办
法，以法治赋能乡村治理，农民的法治意识
和法治素质逐渐提高。

村居法律顾问为高原夏菜销售指
点迷津

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居法律顾问的
作用不可小觑。“目前，全省已建成乡村公
共法律服务站（室）15035个，我们还持续
推动‘一村 （居） 一法律顾问’工程，
17494个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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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惠民实效
不断提升。”甘肃省司法厅党委委员、政治
部主任黄海龙介绍。

兰州高原夏菜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高
原夏菜是利用西北高原夏季凉爽、日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特点，在高海拔地区
生产的优质蔬菜。近年来，每年有80万吨
的高原夏菜走上了南方20多个城市的餐桌。

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龙泉村位于永登
县东南部，现辖5个村民小组，309户1191
人，总耕地面积1946亩。村民主要种植蔬
菜。2022 年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05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6.2万元。

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冯黎是龙泉村
的法律顾问。冯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调解村
民的矛盾纠纷，可实际上，村民们没什么矛
盾，即使有，也在村里就化解了，当前，村
民们最主要的难题是蔬菜销售问题。

高原夏菜的品质虽高，但农民在与菜贩
交往中还是处于劣势。冯黎说，以往村民跟
菜贩签订销售协议，但一般不会收定金，即
使收也只是几百元。如果遇上自然灾害，菜
价有波动时，问题就来了。菜价涨，菜贩肯
定会如期而至，若菜价跌了，他们就会玩

“失踪”。但龙泉村的菜农非常淳朴，加上这
些年普法宣传到位，即使菜贩不来，菜农觉
得协议在手，也不敢卖给其他人，但蔬菜晚
几天就会烂在地里。这些年，因为这个原
因，菜农损失较大。去年，冯黎他们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经律所研判后，给菜农们提出
了解决方案：一是零散的菜农联合起来，以

合作社形式面对菜贩；二是提前跟菜贩说好
蔬菜收购时间，超过时间，无论是否收过定
金，菜农都可自由销售。这样既可卖得高
价，也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今年夏季，龙泉村的菜农们正是按冯黎
制定的方案操作的，目前来看，销售过程中
没有了以往的顾虑，村民们纷纷为冯黎
点赞。

民告“官”不奇怪

2023年 2月，张掖市山丹县位奇镇柳
荫村村民委员会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是柳荫
村四社、五社的村民。

事情还得从2020年 8月说起。柳荫村
委会、柳荫村小寨子洼(即柳荫村四、五社)
及合方公司等四方代表协商后形成会议纪
要，同意合方公司以每年每亩100元的价
格，租赁该村504亩土地。其中，村集体土
地80亩，四社、五社村民424亩，租期30
年，土地租金分配是村委会 8000 元，四
社、五社共42400元。付款须汇到柳荫村
委会的集体账号上，然后再按照比例分配给
各社。

可是，村委会代收两年租金了，至今没
将土地租金分配给四社、五社，多次催要无
果。无奈之下，四社、五社村民只好诉至
法院。

对此，柳荫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银虎既委屈又为难，委屈的是，这几年亲
力亲为做了很多工作，却还成了被告，面子
挂不住；为难的是，不是自己不想给这个
钱，可一、二、三社的村民称，会议纪要没
有遵循“四议两公开”，议事过程没有公
示，协商时，这三个社的社员代表没有参
加，质疑会议的合理合法性、公开性。

为此事，对口柳荫村的法官、检察官、
派出所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几次走访调
查、调解，都没能达成共识。

等不及的四、五社村民找到村里的法律
顾问周勇，聘请他做代理律师，要通过法律
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023年2月28日，山丹县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此案，判决被告柳荫村委会如数将地
租款84800元分配给原告。柳荫村委会不
服该判决，已上诉到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王银虎表示，“不得不说，村民的法律意
识提高了很多，这个诉讼过程对我和村民都
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这也提醒我们，在以后
类似企业落地的过程中，就会知道如何规避
这类矛盾及纠纷隐患，还是很有收获的。”

山丹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海全说，“截至
今年6月30日，该县法院受理涉及村委会
土地流转的案件就有19件。这些案子能反
映出村民在学法、知法、懂法等方面的意识
有了极大提高，用法律解决纠纷已成为村民
处理问题的惯常之举。”

法治赋能甘肃乡村治理 百姓“富口袋”也“富脑袋”
本报记者 徐艳红

“非常感谢，是你一次次上门真心沟
通、耐心解释，解决了我们兄弟俩之间的
土地纠纷，我甭提多高兴了！”日前，安
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杨楼孜镇居民张某拉着
王屯民族居红管家理事会理事长张万怀的
手，激动地说道。

原来，张某与郭某是同母异父的兄
弟，张某多年在外务工，土地一直由郭某
代为种植。张某年龄大回乡后，郭某表
示，张某多年未管理过土地，土地和他无
关并拒绝归还。张某十分苦恼，看着贴在
墙上的“便民服务卡”，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拨通了电话。

张万怀接到电话后，立即上门联系双
方当事人，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并远
赴浙江宁波市找到当年的生产队长，仔细
了解当时的分地标准、分地面积等情况，
确定张某反映问题属实。经多次上门沟
通，郭某最终同意划出0.65亩土地给张
某，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兄弟
二人握手言和。

无独有偶，在80多公里外的太和县
宫集镇，村民宫某伟也通过“便民服务
卡”解决了自己的难事儿。宫某伟曾在颍
上县某公司承包工程，完工后，原本应及
时结清的工程款，却因各种原因一直拖
欠。无奈之下，宫某伟抱着一线希望通过

“便民服务卡”联系所在的乡镇党委书记
反映自己的困境。最终，太和、颍上两地
联手攻坚，经过十几天的调查和协调，释
法说理断难案，有效化解了这一纠纷。

在阜阳，和张某、宫某伟一样，通过
“便民服务卡”解决自己烦心事、难办事
的群众还有很多。今年以来，阜阳市在全
域推广“便民服务卡”信访问题投诉快捷
机制，公开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网格长、网格员、派出
所所长、自然资源规划所所长、民政所所
长、司法所所长、信访办主任等有关人员
的手机号码及信访投诉二维码等内容。群
众可根据自身的问题诉求，直接电话“点
名”领导干部，被“点名”的领导干部作
为信访问题的首问责任人，需立即上门走访、了解情况、解决问
题，确保群众诉求有人问、有人管、有人盯。截至7月底，全市
累计发放“便民服务卡”300余万张，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
10523件次，已化解10141件次，化解率96.37%。

事实上，“便民服务卡”只是阜阳市全面推进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三年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阜阳市以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为主攻方向，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充分尊重和发
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出颍东区“红管家”、颍上县“村嫂理事
会”、阜南县“五老法治诊所”等行之有效的创新做法，把自上
而下的“浦江经验”和自下而上的“枫桥经验”结合起来，推动
各种矛盾问题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形成信访问题源
头治理工作闭环。截至7月底，全市信访事项信访部门及时受理
率、责任部门及时受理率和按期办结率全部为100%，责任单位
参评满意率97.4%，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08%。

（杨亮 应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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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冉某以急需资金为其堂哥买房而自
己存款未到期无法取出为由，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晚，在参加郑某父亲丧礼时，
向郑某借款人民币 2 万元。郑某因与冉
某夫妻相熟，了解冉某的家庭情况，便从
当时在场之案外人杨某江处借取 1200
元，凑齐 2 万元交付冉某本人。郑某出于
借款金额不大，丧礼上宾客众多，当众拟

写借据会有伤双方颜面的考虑，未要求
冉某出具书面借条，亦未约定具体还款
时间及利息计算标准，仅由冉某口头承
诺短期内便能偿还。时隔半年，郑某见冉
某仍无还款意向，多次找其催收，冉某均
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更发展到避而不
见。

2014 年 8 月 6 日，郑某向县法院提
起 诉 讼 ， 要 求 冉 某 归 还 借 款 及 利 息 ，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
郑某方明确资金利息从借款之日后一
个 月 后 开 始 计 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
并自愿选择利息以当地农村商业银行
贷 款 利 率 为 参 考 。 被 告 冉 某 没 有 出
庭，未能调解。

法律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冉某、郑某二人是否存在
借款合同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中虽然双方均
无直接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原
告郑某提交的间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符
合客观事实，证据真实有效，且各证据之
间能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足以认
定与被告冉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判
决由被告冉某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万元，
并按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支付郑某从法院受理之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

这是一起典型的口头合同案例。在实际

生活中，大量民间借贷都发生在熟人之间，
如朋友、同事甚至兄弟之间。因为都是熟人，
出借人出于面子、人情等因素的考虑，很少
要求借款人写借条或者留存其他凭证。一旦
出现不还款或者少还款等违约情况，出借人
拿不出有效的直接证据来认定借款合同成
立及已经履行的事实。本案中，因为郑某有向
案外人杨某江借钱、现场凑齐2万元人民币，
后有多次向冉某催收借款等间接证据，使得
法院可以结合各方提供的各类证据，进行综
合判断，从而确认了借款合同关系，并判令冉
某还款并承担利息。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在为法院点赞的同
时，也要吸取郑某的教训。借款给他人有风
险，应该以法律的方法加以处理，不能因为
碍于情面而不要求对方写借条或者留下借款
凭证。否则，一旦对方不守诚信，产生纠
纷，到法院打官司时可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
证据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本文摘自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委员读书成果《学好用好民法典》一书）

口头合同，法院如何认定？
书香书香
政协政协

学好用好民法典
XUEHAOYONGHAOMINFADIAN

走进贵州省榕江县寨蒿镇扒王村，一阵宛如黄莺出谷般悦耳
动听、清脆婉转的歌声悄然传入耳中。只见在老党员老歌师龙上
豪家的庭院里，一群身着侗衣的青年歌师正围成一圈，聚精会神
地听他传授自己民歌本里有关法律知识的歌曲，传承的精神浸润
在歌词里，从龙上豪的口中传入青年歌师的心中。

龙上豪是扒王村的离任村干部，也曾是榕江县人民法院聘任
的“民歌调解员”，今年已经 81 岁。离任后他仍然热心服务村
民，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编歌、热爱唱歌的优势，将法律法规知识
编入民歌中，让法律条文变成优美的旋律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中，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近年来，榕江县积极探索社会矛盾化解新思路，通过邀请乡
土人才“以歌释法”，用民歌向群众普及法律、调解纠纷，将民
族文化和法治教育完美融合，极大地推进了基层法治建设。

石义 摄

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彧与养殖创业带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彧与养殖创业带
头人寇玉玺商讨发展计划头人寇玉玺商讨发展计划。。刘文剑刘文剑 摄摄

“邹艳，奖励30分；高郡文，奖励25
分……”8月 10日上午，辽宁省义县头
道河镇侯家岭村“乡村环境整治行动积
分奖励大会”正在该村“电力爱心超市”
门前的广场上举行。

侯家岭村“电力爱心超市”“开业”一
年多来，这样的积分奖励大会已经召开
35场，该村在带头致富、孝老爱亲、参加
集体义务劳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而获得积
分奖励的村民达556人次，“电力爱心超
市”在侯家岭村已成为激发村民致力乡
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头道河镇侯家岭村是义县贫困村之
一，全村345户村民中有156户为建档
立卡户。2014年，按照辽宁省委省政府
和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扶贫工作部署，
锦州供电公司派出工作队对该村实施驻
村扶贫。经过5年驻村扶贫，2019年初，
侯家岭村在全县实施驻村扶贫的120个
贫困村中率先整村脱贫“摘帽”。

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后，锦州供电公司对侯家岭村的驻村扶贫
转入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中。为全面服务乡
村振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推出了以商品
奖励为运行模式的“电力爱心超市”建设工
程，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与义县
头道河镇党委政府和侯家岭村村两委干部
商定选址后，2022年5月5日，侯家岭村

“电力爱心超市”在新建的村部挂牌运行。
超市“开业”那天吸引了不少村民。

“乡亲们，侯家岭村的‘电力爱心超市’不
卖货，这些商品都是奖品，就是奖励那些
在乡村振兴中表现好的村民……”当锦
州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彧向村民
介绍超市运行方式后，很多村民既感到
新鲜更充满期待。

让“电力爱心超市”在助力乡村振兴
中真正发挥作用，科学设计运行方案、公
正公开奖励先进、严格执行操作标准至
关重要。为此，锦州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
和侯家岭村村两委干部结合侯家岭村乡
村振兴计划，科学设计了“电力爱心超

市”运行方案。该方案包括村民思想道德
建设、创业致富引领、美丽家园建设三大
方面共计45项考核评价内容，每一项内
容都明确规定了奖励积分标准。根据不
同积分村民可在“电力爱心超市”兑换相
应的商品，这些商品有电动农机具、米面
油及日用百货、文具等100余类。

在侯家岭村，每一个获得“电力爱心
超市”积分奖励的村民背后都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

村民邹艳28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
常年卧床的婆婆，是侯家岭村有口皆碑
的“好儿媳”；村民高郡文家有三个需要
照顾的老人和上大学的孩子，按照家庭
人均年收入她家符合贫困户标准，但高
郡文却拒当贫困户，要靠自己奋斗脱贫；
村民寇玉玺尽管身有残疾，但他身残志
坚，靠发展家庭养殖业脱贫致富……

“这些优秀村民获得‘电力爱心超
市’的奖励，既是对他们高尚道德品质、
艰苦创业行为的一种肯定和鼓励，更是

对全体村民向上、向善行为的一种激励。
这些奖品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它发挥的
作用已远远超过奖品本身的价值。”侯家
岭村党支部书记闫来波说。

“邻里乡亲、老少爷们几代人都生活
在这个小山村，谁都想在村里有个好名
声，自从有了‘电力爱心超市’，村民争抢
好名声的劲头更足了，大家都在互相‘攀
比’看谁家拿到的积分多，不单单是为了
兑换超市的商品，其实兑换的是当个好

村民、多做好事情、过上好日子，这个爱
心超市开得好！”侯家岭村88岁的老党
员白文仲感慨道。

在侯家岭村，“电力爱心超市”如一台
能量巨大的转化机，激发了村民攒积分、
创文明、争先进的内生动力，实现了用“行
为”换“积分”的良性互动。村民痛恨多年
的“随礼”等各种陋习消失了，而孝老爱
亲、乡亲互助、创业致富、关爱集体等善行
义举在这个小山村正蔚然成风。

“电力爱心超市”“开业”一年多来，
积分奖励表彰大会已经成为侯家岭村里
最具人气的一大活动，挣积分更成为了
侯家岭村的新风尚。

截至2023年7月，“电力爱心超市”
已为村民累计发放28240个积分，兑换
物品500余件。“电力爱心超市”不仅成
为侯家岭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打卡
地”，更成为乡村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吴宏图 袁子恒 张萌）

“电力爱心超市”激发乡村振兴力量

驻村工作队队员宣布获奖积分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宣布获奖积分村
民名单民名单。。 刘文剑刘文剑 摄摄

驻村工作队队员为获奖积分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为获奖积分村
民兑换物品民兑换物品。。 刘文剑刘文剑 摄摄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