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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律走到群众身边
“法律明白人”在行动

□ 本报记者 张昊 周宵鹏

　　“竹板打，响呱呱，姐妹今天来上场，推动普法创辉煌……”近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藏龙福地社区的法治小广场上，藏龙

福地文演团团长、社区“法律明白人”高存英正在和姐妹们排演自编

的“‘八五’普法进行时 法治惠民连万家”法治快板。

　　“这快板既让大家了解国家大事，又让我们学到了法律知识，太

接地气了。”被表演者的精彩表演吸引过来的居民们如是说。

　　此前，高存英等人还先后排练了“民法典三句半”、“歌舞快

板说宪法”、“天津快板说法律援助”、学习保密法快板、“学条

例知识 做文明公民”集体舞以及宣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民族

团结和防范金融诈骗、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内容的法治文艺

作品。

　　为宣传各种法律知识，高存英精心编排了群口法治快板，组织

宣传队员每天趁居民晨练时现场表演，寓教于乐。

　　高存英力争创作的社区法治文化节目紧贴群众日常生活中的

学法需求，并注重在节目中注入温情力量。

　　“闺女，爸看了大家的演出，知道儿子女儿同样有继承权，爸让

你受委屈了。”

　　“看到了吧，人家说在法律上子女继承和赡养老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

　　这是裕华区司法局联合藏龙福地文演团在社区演绎赡养继承

纠纷微短剧《老王家的“龙门阵”》中的一幕。

　　《老王家的“龙门阵”》紧密联系群众家庭生活实际，以真实发生

的赡养继承纠纷为蓝本，讲述了老王家三个儿女之间因继承、赡养

老人问题引发家庭矛盾，在社区“法律明白人”和法律顾问、调解员

的耐心劝导下达成和解的温情故事，展现了化解矛盾促和谐的主

题，也体现了裕华区“1名村(居)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的工作

成效。

　　裕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和高存英用幽默朴实的语言和精湛的

演技感染了台下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高存英和社区群众发挥专长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逐渐成为裕华

区普法工作中的一大特色品牌。近年来，在高存英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文化团队、文艺爱好者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快板、三句半、歌舞小

品等形式，编演群众性法治文化节目，创作热情高涨。这些表演弘扬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持续传播法治好声音，倡导社会正能量，“点靓”

了社区法治文化新风尚。

□ 本报记者 张晨 张海燕

　　在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的社区里，有这样一位备受尊敬的

人——— 朱志仁。他从厅局级干部岗位退休后，转而投身社区工作，成

为一名守护社区和谐稳定的“法律明白人”，普法路上“走新”更“走

心”，用十五年的坚守书写着普法为民的动人篇章。

　　朱志仁有着深厚的法律专业背景，1982年便取得了律师执业资

格。2010年，退休后的他加入高境镇社区人民调解员队伍。从事人民

调解工作15年来，朱志仁接待法律咨询1600余批、2600余人次，代拟

法律文书160余件，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6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

上。在调解过程中，朱志仁有针对性地试行首次调解、咨询建议书等

机制办法，针对当事人诉求，依法献计献策，最大化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成为拥有“三千万”（跑遍千家万户，历经千难万险，说尽千

言万语）口碑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朱志仁充分发挥其法律知识专长，笔耕不辍。从2014年起，朱志

仁每月坚持编撰一期《法律与生活》漫画宣传资料，供全镇30多个居

委会张贴，至今已有121期。近两年，朱志仁每季度在社区内开展贴

合居民生活及时事热点的法治讲座，目前已开展到第七讲。朱志仁

笔下的普法宣传内容，贴时事、接地气、有内涵，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与喜爱。他还积极创办各类特色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社区居民

法治论坛”知识讲座、“法眼看社区”等普法宣传活动，为群众带去了

丰富的法治体验，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法治氛围。

　　2013年，朱志仁人民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逐步成为在上海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调解工作室。朱志仁注重调解的规范性，坚持

“案件复盘”，通过定期全面整理、逐一分析调解过的案例，从案发前

预警发现、案发后处置善后等方面，查找工作机制中的薄弱环节，研

究防范对策，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调解质量和效率。为持续推动人民

调解工作向好发展，朱志仁还注重以言传身教方式培育新一代调解

人才，通过举办遗嘱、起诉书、授权委托书撰写技巧等实用培训课

程，有针对性地补齐人民调解员队伍会“说”不会“写”的短板。

　　从2018年起，朱志仁推出网络普法新模式，利用宝山社区通、党

员微信群打造《与法同行每天学》线上普法品牌，开设“人口普查专

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栏目，坚持每天推出一条学法律内容，至今

连载2100余条，帮助社区居民养成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王莹

　　练就一双“铁脚板”，服务群众“多跑腿”，当好社情民意“传声

筒”；巧用一张“婆婆嘴”，化解纠纷“多磨嘴”，做好身边群众“解忧

人”；怀揣一颗“赤诚心”，推动社会力量“多联手”，成为法律法规“宣

传员”……

　　扎根基层16年，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思儿亭社区党委

书记、福建省妇联基层“法律明白人”刘倩文多年如一日地行走在调

解矛盾纠纷与普及法律知识的最前线，并在工作中创新提炼出“刘

三多”工作法，在收集和反映群众法律需求、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法

治宣传中发挥带头作用。

　　85岁的阮阿婆和大儿子林先生因房产过户问题结下心结，多年

缺乏交流。刘倩文主动上门了解情况，耐心听着阮阿婆讲述过往的

点点滴滴，感受到老人那份深藏的亲情和对团圆的渴望。于是她从

阮阿婆和林先生两方立场抽丝剥茧找到矛盾症结，围绕遗嘱继承、

老宅征收等中心问题逐条分析，联系律师、公证员等人对双方释法

析理，消除误解，圆满解决问题。

　　一直以来，刘倩文立足基层群众“家长里短”法治需求，整合资

源，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帮助，当好群众

“贴心人”。

　　刘倩文热心公益事业，发挥自己所学专业和基层调解特长，在

长期工作实践中逐渐成长为福建电视台《帮帮团》栏目的一名金牌

调解员，并在基层调解工作中持续深入探索，成立了“刘倩文调解

室”，将“情理法”相融合，帮群众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

　　在日常调解中，刘倩文总是耐心倾听各方的意见和诉求，并通

过“多磨嘴”协调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就是这么日复一日、

不厌其烦地“多磨嘴”，练就了刘倩文一副“公鸭嗓”，而这也正是她

化解社区里无数大事小情的法宝。

　　为做好普法工作，刘倩文邀请各党建联盟单位轮值，开展具有

本单位专业特色的普法宣传活动。在宣传形式上，她充分利用各种

媒介，制作并张贴标语、横幅，发放传单，将普法宣传融入社区治理、

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等社区各项活动。

　　她还联合法院、检察院、司法所等多方人才力量，在全市首

创“小小调解员”公益课堂，传授孩子们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

把孩子们培养成同龄人之间、家庭内外关系的“调和剂”“缓冲

剂”，赋能未成年人，助其成长为身心健康、乐于担当的一朵朵

法治“蒲公英”，把法治的种子撒向幸福之城，赓续传承志愿普

法精神。

□ 本报记者 张昊 阮占江

　　“践行法治是最好的普法方式。”这是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幸福

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雁峰区首批“法律明白人”周正国从事志愿普

法工作10余年来的心得。

　　2013年，周正国从干部岗位退休，主动申请成为一名普法志愿

者。此后，哪里有矛盾纠纷，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普法需求，他就

跟进到哪里。邻居需要帮助，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正国。

　　一个春节前的雨夜，幸福社区一名空巢老人王大叔外出买药，

被一辆电动车撞倒在地，前额血流如注，肇事司机却迅速逃离。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一个居民看到，她第一时间报警并给周

正国打去了电话。

　　接电话时，已是深夜，周正国没有丝毫犹豫，穿好衣服就往外跑，正

遇到骑摩托车前来找他的居民。于是，他带着几名志愿者一起将王大叔

送到医院。安顿好王大叔后，他立即返回现场，协助交警询问目击者、调

取监控，帮王大叔找到肇事者，并通过调解拿到了医药费和营养费。

　　作为社区“法律明白人”，周正国深知普法宣传的重要性。在普

法道路上，他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多形式、有趣味的宣

传，增强普法的感染力。

　　周正国曾处理过一起因狗咬伤小孩引发的纠纷。狗主人认为是

小孩主动招惹狗才导致被咬伤，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而小孩的家

长则要求狗主人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周正国依据民法典，向狗主人详细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提

醒小孩的家长在公共场所应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在他的耐心调解

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合理的赔偿协议，化解了矛盾，也为社区居民上

了一堂生动的文明养狗法律课。

　　事后，周正国想到，居民规范饲养宠物才能减少这类纠纷的发

生，要把饲养宠物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送到居民身边。

　　想到就做。周正国首先对社区内养宠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在社区公告栏张贴精心制作的宣传海报，以直观的方式向居民展示

不文明饲养宠物行为的危害；在社区微信群里，定期推送文明饲养宠

物的小贴士和相关法律案例解读，开展了一系列与饲养宠物相关的

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社区因宠物引发的矛盾纠纷大幅减少。

　　十余载春秋，周正国参与未成年人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反诈骗等

公益普法200余场。他始终秉承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普法情怀，用心

用情传播新时代普法“好声音”，助力幸福社区群众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 本报记者 刘洁 杜洋 吴良艺

　　说起卢成、蓝连青夫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镇圩瑶

族乡的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作为乡里有口皆碑的“模范家庭”，因热心公益，且在群众中有

一定名望，夫妻俩双双成为镇圩瑶族乡镇马社区的“法律明白人”。

　　平时，卢成、蓝连青是村里孤寡老人的解闷人、村民烦事的解扣

人、邻里纠纷的解结人。但凡邻里间发生矛盾纠纷，或出现不和谐的

小摩擦，乡亲们第一个想到的“和事佬”就是这对“夫妻档”。

　　按照家庭协议，乡里的李奶奶由其二儿子和儿媳负责赡养。但

时间长了，二儿子夫妻对李奶奶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照顾

不周，有时还恶语相向，李奶奶感到十分寒心和无助。

　　得知这一情况后，卢成、蓝连青主动介入，分别与李奶奶、二儿

子夫妻进行沟通，倾听双方的诉求与不满。在与二儿子夫妻的交流

中，卢成耐心引导他们认识到赡养老人除了是道德上的责任，更是

法律规定的义务，并强调了家庭和睦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鼓励他

们换位思考，理解老人的不易。

　　经过多次协商，老人与孩子们最终达成新的赡养方案。矛盾解

决后，这个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美。

　　这件事后，卢成、蓝连青发现工作中针对农村情况进行普法的

内容还不够充分，他们决定利用卢成“瑶山歌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把“法治”唱到瑶山歌里、跳进瑶山鼓舞蹈里，传播“孝老爱亲、和谐

邻里、互助共富”的理念，用实际行动提升法治宣传效果。

　　除了将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家风建设等融入瑶山歌创作中之

外，卢成、蓝连青还大胆创新，结合瑶山鼓声的振奋性、边鼓侧敲的

相和性等特点，编排瑶山鼓法治舞蹈，使乡亲们在晨练和广场舞中，

既体验健身的快乐，又感悟法治的美好。

　　“达努节”是瑶族最盛大的一个传统节日，这一天，瑶族群众身

着盛装，以歌会友，以鼓传情，欢度节日。

　　2024年的“达努节”这天，在瑶寨门口的舞台上唱响了“学好民

法典，法治遍天下……”瑶话普法山歌。

　　独特的唱腔、欢快的鼓点引得现场的乡亲们一起唱跳，既传播

了法治文化，又展现了幸福生活，唱出了法治宣传最强音。

　　一只瑶山鼓、一曲瑶山歌，成为“法律明白人”进行法治宣传的

有力工具。

　　卢成、蓝连青夫妇通过“非遗+普法”传递法治声音、讲好法治

故事的新模式，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有生气、更凝人气，成功架

起了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合的桥梁。

□ 本报记者 张晨 刘玉璟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塔杰村，旦增罗布的名字家

喻户晓，这位39岁的中共党员既是村党委书记，也是基层法治建设

的引领者。多年来，他把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参与法

治实践，在群众身边发挥着“法律明白人”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为政策法规的“宣传人”，旦增罗布深知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司法所和平安办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时，他总是积极参与，认真学习

新知识。回到村里，他结合塔杰村实际，投身普法工作。他主动组织

村民参与法治宣传活动，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村民家中，都能看到

他耐心讲解法律知识的身影。在他的努力下，法治观念如春风化雨

般浸润人心，村里的法治氛围日益浓厚。

　　旦增罗布更是化解矛盾的“调解员”，他将人民调解“第一道防

线”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村里有纠纷发生，他总是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耐心倾听双方诉求。他用法律知识为村民拨开云雾，在认

真说理的同时用真情打动人心，打通矛盾纠纷堵点，让双方从剑拔

弩张走向握手言和，努力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回顾旦增罗布调解的一个个故事，桩桩件件都彰显着他的智慧

与担当。2017年，塔杰村6组与7组村民因奶牛养殖基地征地款闹得

不可开交。旦增罗布多次挨家挨户了解村民想法，讲法律、摆道理，

经过无数次沟通，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征地款平分的共识，奶牛养殖

基地顺利建成，村民也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

　　2020年，当地一家工厂私自建设沥青厂引发村民不满。旦增罗

布赶赴现场与厂方据理力争，成功制止违法行为，此举维护了村子

的规划秩序，有效保障了村民合法权益，深受好评。

　　2022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引发房屋裂痕、道路坍塌问题，6组与7

组村民忧心忡忡。即便身体不适，旦增罗布仍组织项目负责人进行

了4次艰难调解，为村民争取到维修道路和房屋的补偿。2023年，3组

村民与整村推进项目施工人员因雨水沟修建起纷争，旦增罗布倾听

村民诉求后，及时与项目负责人沟通，促使其修改施工方案，赢得村

民赞誉。

　　多年来，旦增罗布依法依规调解各类纠纷182件。他始终坚守小

事不扩大、大事不激化的原则，为塔杰村的和谐稳定默默奉献，守护

着这片高原净土。

□ 本报记者 杜洋 孙立昊阳

　　“你们一定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姜谭路西社区党委书记兼社区主任陈勤莉又拿着印有“国家反诈中

心”App二维码的宣传册走街串巷，向正在晒太阳的老年人群体开

展现场法治宣传。

　　近年来，作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三秦最美法律明白人”的

陈勤莉创新普法宣传方式，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提升了社区治理水

平，赢得社区群众广泛赞誉。

　　陈勤莉带领“社区网格”管理团队，深入开展进千家门、知千家情、

解千家难、暖千家心的“四千行动”，及时有效避免了多起潜在纠纷的

激化，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老旧小区集中供暖、小区停车难等问题。

　　“有啥解不开的矛盾，找‘勤莉调解工作室’解决。”社区居民遇

到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时都愿意到陈勤莉设立的“勤莉调解工作

室”来“讨说法”。

　　据了解，陈勤莉实行包联工作制度，聘请了24名基层行业领域

专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调解员参与社区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网格员

无法解决的较大矛盾纠纷，确保每起纠纷都能得到专业、公正的

处理。

　　“近年来，我们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多发、重复发的问题认

真分析后，总结推行‘五心调解’工作法，即用热心接待、耐心倾听、

公心调解、善心救助、爱心关怀，进行源头治理促进事了人和。”陈勤

莉说。

　　“勤莉调解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成功调解各种矛盾纠纷1200多

件，调解成功率达98%，其中重大疑难纠纷260余件，防止民转刑案件

10余件。

　　在长期的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中，陈勤莉意识到社区迫切需

要更多“法律明白人”。为此，她定期对网格员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培

训，提升基层网格员队伍的法治素养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网格普

法力量。

　　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陈勤莉先后应邀到各地就以“四千行动”

“五心调解”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进行交流分享，充分展示了社区工

作者兼优秀“法律明白人”在推进基层治理方面的有益探索成果。

　　“都说社区工作难做，群众工作难做，但只要找对方式方法，依

法依规、依情依理去做就不难。”陈勤莉如是说。

　　一名“法律明白人”就是一份法治力量。陈勤莉通过创新举措，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拓展法治宣传教育渠道，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凝聚了人心，转变了风气，使社区成为和谐稳定的“温馨港湾”。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潘从武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五十三团金胡杨镇振兴路

社区嘉花园小区，总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穿梭在楼栋、商铺、广场间，用

他那张极具感染力的笑脸和亲切耐心的态度服务社区里的群众，立足社

区实际，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新模式，推进社区民主法治建设。他就是

五十三团金胡杨镇振兴路社区网格员、“法律明白人”艾可白·库尔班。

　　作为五十三团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艾可白·库尔班对这片土地

充满了感情。2022年，他被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司法局选任为振兴路

社区“法律明白人”。

　　“学法懂法才能遇事有理有据，知法用法才能事事处理得当。”

为提升自身工作能力，艾可白·库尔班在办公桌上一直放着民法典

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常捧起手边的法律书

籍，给自己“充充电”。

　　艾可白·库尔班多次利用居民大会、入户走访、冬季法治大培

训、夏季法治大宣讲等活动，围绕群众最关心的婚姻家庭、电信网络

诈骗等热点问题，用最质朴的话语，以身边真实案例释法，让普法宣

传跟着法治热点走，将法律法规融入群众“唠家常”中，把实用的法

律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网格走访中，他与受助群众面对面交

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点对点为群众答疑解惑。

　　小区里有位68岁的阿姨，是艾可白·库尔班时常探望与照顾的

对象。有一次，阿姨焦急地给艾可白·库尔班打电话，称自己可能遭

遇了电信诈骗。他迅速赶到阿姨家中了解情况，原来阿姨在网上购

买了一台冰箱，付款后一直没收到货。他当即联系卖家和平台，通过

法律手段帮阿姨追回了钱款，并认真仔细地为阿姨讲解防电信诈骗

技巧。平日里，艾可白·库尔班还会帮阿姨采购生活用品、打扫房间，

贴心的关怀让老人不再孤单。

　　帮助群众学习法律知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基层社区群众

工作的重中之重。艾可白·库尔班充分发挥网格能量和“法律明白

人”作用，将网格员与“法律明白人”的身份有机统一，从群众身边的

一件件小事做起，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据了解，自艾可白·库尔班成为“法律明白人”以来，共开展“国

旗下讲法”集中普法宣传、入户走访普法宣传教育200余场次，受益

群众6000余人次，参与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0余件，为群众挽回

各类经济损失9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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