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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
安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2023年春季农资打假
专项行动和全年工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
祥在会上表示，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重重困
难再夺丰收，农资质量稳定是重要因素。其中，
种子、农药、兽药、饲料抽检合格率达到了
97％以上。

今年春耕以来，各地政法机关纷纷与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协作配合，加强行刑衔
接，细化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等制度规范，
形成“信息共享、事先介入、联合行动、优
势互补”的工作格局，营造安全的农资消费
环境。

为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近日，辽宁
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检察院充分联合社
区街道、派出所对辖区5家农资经营场所在
售农作物化肥、农药、种子等，进行农资产
品安全风险排查。经排查，部分农资经销商
铺存在销售台账记录不全、不规范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从农资经营安
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角度，对农资经
销商进行现场普法，并提出了整改意见。河
南省卢氏县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助力
春耕”为主题，开展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排
查、调查活动。每到一处，检察官重点对种
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的外包装、有效
期、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信息进行核实，
详细查看了农资经营者的营业执照、经营
许可证、进货记录、检验证书、销售台账等
资料，确保销售的农资产品来源及质量可
靠。而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驿法宣讲
团”走进农贸市场，向前来购买农资的农户
宣传农资产品识假辨假小常识，讲解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正确选购使用种子、农药、
肥料的方法；通过讲述真实案例，倡导农资
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严格从正规渠道进
购农资产品，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农资
产品质量。

执法普法 护航春耕
箐枞

打通法治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需要
主动作为、多方协作，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力量
下沉一线、下沉乡村。

让法治的种子在乡村扎根，要做好普法
工作。在乡村振兴路上，需要进一步做好法律
普及工作。为此，有地方建立“法官说事点”，
法官每月进村，春天说承包土地，秋天讲粮食
买卖，主题应时应景。立足实际、着眼需求，以
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法律进村入
户，让普法工作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拉近了
法律与群众的距离。

建设法治乡村，需要改进工作方法。如何

既解开矛盾又让村民服气，考验着工作方法。
在一些地方，有村民因土地纠纷来找法院解
决。法官来到地头，请双方测量面积后，讲了
法律规定，当场进行调解。后来，双方握手言
和，其中一方还主动提出让步。深入一线，了
解实情，现场办公，不仅有助于化解矛盾，还
能推进普法教育。建设法治乡村，需要更多俯
下身子察民情的法律工作者，也需要及时总
结经验、形成机制，带动更多基层法律服务机
构参与到为民办实事中来。

建设法治乡村，还需要凝聚众力。让更多
人懂法用法、形成人人尊法崇法的氛围，更为

关键。在一些地方定期选派一批有法律基础、
群众基础的村民参加法律培训，让村民为村
民调解纠纷；集中培训各村的种养大户，鼓励
他们开办法律“炕头讲堂”。当村里的“法律明
白人”越来越多，依法办事就会成为人们的习
惯和自觉，乡村依法治理就能迈上新的台阶。

在不少村社，一面面法治文化墙引人关
注。以漫画故事、图解知识等形式呈现与群众
密切相关的法律内容，既美化了村屯环境，又
厚植了法治文化。不弃微末、久久为功，推动
乡村法律服务提质增效，一定能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让法治精神在乡村扎根
刘以晴

几家围着一人转
——朱改头家孝老敬亲的那些事
武桂成

3月的一天，在江苏省东台市时堰镇嵇东
村二组的一个院子里，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美
美地晒着太阳。

老人名叫朱改头，现年 95岁，生一男二
女，中年丧夫。90岁那年，她因脑中风住院治
疗。这一年的春节，儿女们都是在医院里陪着
她。出院后，由于半身不遂，整天躺在床上，要
人照顾，她几次想寻短见，幸亏都被儿子和儿
媳及时发现。

儿子武高顺当时也是术后不久，身体虚
弱。他的两个妹妹建议找专职保姆照顾老人。
武高顺和妻子王晓兰商量，母亲平时就胆子
小，不能一个人在家，必须24小时有人陪护，
保姆肯定比不上儿女照顾得贴心周到。两人商
定，武高顺辞去镇上一家物业公司的工作，和
家人一起好好照顾母亲。

几年来，朱改头先后三次住院治疗，每次
都在10天以上，最长的一次近一个月。本身年
已古稀的儿子、儿媳始终守在病床旁，端水、喂
饭、护理、擦洗。

姜元雨是朱改头的大女婿，在时堰镇开了
一家照相馆。岳母患病后，他认为，老人是大家
的长辈，尽孝心不能少了做女婿的份，于是主动
承担了夜间照顾老人的责任。每到傍晚，姜元雨
安排好店里的事情，准时来到岳母家。老人要少
食多餐，半夜里，姜元雨起床给她热饭菜，一口
一口地喂。妻子武大凤从外地回家，总是来到母
亲身旁，问寒问暖，承担起照顾的责任。

二女婿王伟在村里工作，事情千头万绪，
家中有小作坊，还有孙子要人照顾，自从岳母
患重病以来，他精心安排以照顾好老人。朱改
头住院期间，吃住都由他来安排。出院后，他的
妻子武小凤每天早晚从家里带上吃的、用的，
往返几里，一天不落地照顾老人起床、上床，洗
理衣服，梳头、剪指甲，体贴入微。

王晓兰今年71岁，身体也不好，但照顾起
婆婆，劲头却一点不减。婆婆患有多种疾病，每
天吃的药就有好几种，且服药的时间也不同。
王晓兰把它记在日记本上，到了服药时间，及
时给老人服药。为了让婆婆睡着舒服，王晓兰
特意花3000多元从外地买来护理床。朱改头
房间的空调24小时开着，当天气回暖后，她推
着婆婆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或到巷子里转转，
到邻居家玩玩。中风后，朱改头说话不利索，王
晓兰总是耐心倾听并照着去做，尽量让老人开
心满意。家常饭老人不能正常吃，王晓兰就经
常煮粥，配上银耳、红枣、山药、黑芝麻补充营
养，青菜用豆浆机打碎，肉剁成肉末。各种营养
品长年不断。每次她都先把老人照顾妥当自己
才开始吃饭。王晓兰更注重对老人的精神慰
藉，常给她说国家大事、家里的新鲜事、街坊的
趣事，让老人开心。

孝心的接力棒代代相传。节假日，家里的
晚辈从不同的地方赶到这里来，带上吃的、用
的。老人看着孙辈、重孙辈，总是笑容满面。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吃过糠和野菜。
她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我们要尽最大可
能照顾好她。”武高顺说。

武高顺一家悉心照顾老人的事迹被乡亲
们争相传颂。“武高顺一家以孝为先，多年如一
日照顾老人，值得大家学习。我们也要健全机
制，把关爱老年人的工作做深做实，让老人们
安度晚年。”嵇东村党委书记武春芹说。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水域渔业资源，促进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四川省阆中市境内所有天然水域（构溪河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年禁渔）2023年3月1日至6月30日禁渔，严禁渔业捕捞作业、游钓、水禽放养、扎巢取卵和挖沙采石等活
动。图为3月17日，在阆中市五马镇境内，嘉陵江中采砂船静静停靠在岸边，为鱼类产卵繁殖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王玉贵 摄

宁夏永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深入推进“护苗工程”
撑起校园“平安伞”
惠永成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城关派
出所牢固树立“校园安全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创新“平安校
园”立体化安全管理体系，以四个“第一”持续推动“护苗工
程”开展，精心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守好平安“第一站”。城关派出所常态化开展“护学岗”
工作，设立护学岗13个，日均出动警力30余人次。根据学
校错时放学、弹性离校和春冬季节、中高考等特殊节点适时
调整执勤模式，坚持每天在辖区各校园门口及主要路口开
展护学执勤。严格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三定”勤务机制，
在学生上学放学主要路段和时段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
灯的“三见”护学机制，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守护
上学路。

上好开学“第一课”。城关派出所联合教育局，并由社区
民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治副校长或辅导员，围绕校园安全
防范、道路交通安全、杜绝校园暴力、禁毒宣传及预防电信
网络诈骗等内容开展一系列形式新颖的开学“第一课”活
动。分阶段组织开展校园安保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和实战演
练，并按照校园内部保卫要求，督促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安保
机制，累计培训保安力量47人次。

把好安全“第一关”。城关派出所坚持将校园周边地区、
涉校矛盾排查调处列为重点，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
乱点，联合相关执法单位对校园周边无证摊点进行清理整
治。3月6日，城关派出所组织召开“护苗行动”指导管理座谈
会，辖区旅馆业、酒吧、KTV、网吧、台球厅等行业代表60余
人参加会议。会上行业代表签订了“护苗行动”承诺书。

助力开学“第一天”。城关派出所主动作为，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抓手，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出
多项便民服务新举措，打通学生入校“最后一公里”。自

“365天×24小时”公安政务服务开展以来，针对学生入校、
中考、高考等急需办理户籍的问题，利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累计为学生办理户籍业务5000余件次。

湖南益阳市
开展诚信主题系列活动
益文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组织开展了诚信主题
系列宣传活动。

全市各新闻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制作、推出
了新媒体宣传产品，弘扬诚信传统美德，营造
优良信用环境。市市场监管局在微信公众平台
开设栏目，开展消费维权法律知识暨诚信教育
网上答题活动。资阳区制作推出短视频《守护
网络诚信 共筑清朗资阳》，志愿者、商户、公安
民警等就诚信经营、文明上网等内容进行宣
传，推动网络诚信意识入脑入心。桃江县发布
《网络诚信倡议书》，号召网民“强化诚信责任，
杜绝虚假信息”，共享更诚信、更阳光、更文明
的网络家园。

3月15日，益阳市2023年“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暨消费维权诚信教育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通过展板、实物、条
幅、真假商品对比、打假成果展示等方式，向消
费者普及有关消费知识，讲解如何辨认假冒伪
劣商品，发放消费维权宣传材料并接受现场咨
询。沅江市当天召开市新媒体协会成立大会，
组织新媒体从业人员开展集体承诺签名活动，
强化行业自律自治，推动全市网络文明和网络
诚信建设。赫山区组织区直单位和各街道联动
开展“提倡诚实守信，促进网络安全”诚信宣传
教育。南县组织开展“敲门行动”，组织志愿者
入户宣传网络诚信知识。高新区在大型商圈开
展诚信消费便民服务、科普宣传。

农谚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春

分意味着春管、春耕、春种即将进入繁忙阶

段，也是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购买使

用的高峰期。确保春季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事关全年粮食增产、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

增收。

一犁烟雨伴春耕，不负春日好时节。这两
天，湖北省鄂州市华容镇的村民王某与邻居
郑某正在田里加紧劳作，一派和谐景象，然而
就在几天前，两人还剑拔弩张。

原来，前两天，王某在往地里运送农用物
资时，把郑某家耕地旁的排水渠推平致使不能
排水，二人因此发生争吵。接警后，华容派出所
所长李志刚联合村干部赶到现场对二人耐心
调解，王某承诺将郑某家的排水渠恢复原样，
郑某也帮助王某从其它道路运送了农用物资，
双方就此事达成和解，表示不会再因土地发生
纠纷。这是“枫桥经验”助力乡村振兴的“小水
滴”。鄂州市公安局各农村派出所以创建“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活动为载体，融合镇村综治、志
愿者、律师等各方力量，坚持注入真情调解、规
范程序调解、依法调解、法情结合调解，打造了
一套“接地气”的调解方式，找准“最优解”。2月
以来，该局及时妥善化解各类涉农矛盾纠纷
119起，化解率93%，切实稳定了农村社会治
安秩序。

“法官，没想到你们在我们家门口巡回办
案，真的很方便。”不久前，甘肃省张掖市山丹
县人民法院“薯草法庭”干警背着国徽，抱着
卷宗，前往位奇镇某村对一起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纠纷进行巡回审理。

审理结束后，主审法官就土地承包、农产

品种植等方面的问题和村社干部进行了沟通，
并对村民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释明和解答，
通过以“巡”释法、以“巡”普法，引导农户自觉
学法、用法、守法，有效防控土地流转和农产品
交易方面的风险，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纠纷发
生。据介绍，山丹县法院“薯草法庭”设立以来，
为优化马铃薯、饲草等特色农业发展，助力县
域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目
前共办理“薯草”案件30余件，涉案标的300
多万元。

2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机关民警
化解纠纷、打击违法犯罪、服务春耕生产的足
迹遍布生机勃发的广袤田野。广西各级公安
机关以“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为契机，细化

“六进六访”工作措施，走村屯、访农户，掌握
了解农村主要矛盾纠纷，把矛盾解决在萌芽
状态，为春耕生产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眼下正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遇到法
律上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12348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有事不能憋在心里，有啥法律
需求尽管告诉我。”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舒
庄乡一片返青的麦田里，周口市司法局局长孔
德高一边征求当地农民对“普法进乡村，法治
护春耕”法治宣传活动的意见，一边与他们拉
家常。

政法机关在规范农资经营的同时，借助
现有案件以及频发案件进行一些法律基础知
识的讲解，能够有效提高群众法律知识水平
和维权意识，从而提高不法分子的犯罪成本，
从源头上严防假冒伪劣农产品流入农村市
场，净化农资市场，预防坑农害农案件发生。

“目前，天气转暖，全省进入春耕生产

关键期。全省政法机关主动作为，深入田间
地头积极开展普法工作、农资产品专项检
查等活动，高效办理涉农案件，为春耕生产
保驾护航。”河南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

各地政法机关通过春耕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以零距离沟通，面对面答疑，提升农民和
农资经营者的法治意识，为春耕生产营造了
良好的法治环境。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莫旗人民法院博荣法
庭干警深入尼尔基镇万宝山村开展上门走访、
普法宣传等活动，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干
警们深入村屯，与村干部进行座谈交流，详细
了解春耕生产等有关情况，认真排查梳理可能
存在的矛盾纠纷和涉诉信访隐患。到种植、养

殖户家中进行法律指导，通过现场讲解，制作
并发放宣传单、宣传册，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并帮助农民群众在春
耕生产购买化肥、种子等农资过程中提高辨别
真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最大
限度降低生产风险、减少纠纷，提高农业生产
的积极性。

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枣乡特色土地法
庭法官深入乡村开展涉农纠纷普法工作，通
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等形
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法律知识，并耐心对在场
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司法局积极组织
“三农”法律服务团、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
明白人”等，以春耕生产为主线，深入田间地
头、乡镇街道、市场门市，向农民群众宣传涉
农重点法律法规 1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0余份。

规范农资经营

开展普法工作

化解矛盾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