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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7月19日，寿光市文家街道蔡西村党支部
书记钟明请来村法律顾问、寿光兴源法律服
务所主任毛相顺，咨询一件合同到期处理事
宜。

2009年4月25日，蔡西村与陈庆忠签订一
份农村经济承包合同，到今年4月25日到期。
蔡西村多次联系陈庆忠，但对方一直说在内
蒙古没有回来。“要不是牵涉地面附着物，
也很好办理。但陈庆忠在土地上建设了养鸡
棚，就难拆除了。”钟明说，村里对这样的
合同无能为力，陈庆忠又不在家，村里没权拆
除。

“合同到期了，还见不到人，这是有意躲
避，以达到占用的目的。按照法律规定，可以
在《寿光日报》刊登公开解除合同通知书，限
期清除附着物，返还土地给村委。并把通知书
拍照给他，通报7日后，逾期不清理土地附着
物，村委依法处置。”毛相顺说。

“毛相顺帮我们出谋划策，协调解释，我
们心里就有底了。”钟明说。

今年6月，寿光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规
范和清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专项行动，依法清
理、完善各类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理顺合同债
权债务关系，规范农村经济事务管理。

“清理规范合同，着力提升农村集体资产
管理使用效益，提升村级依法治理水平，为村
‘两委’换届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寿光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维
春说。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由寿光市综治办牵
头，各镇（街、区）具体负责，整个行动从6
月5日开始至9月底结束，分宣传发动、清理规
范和总结验收三个阶段进行。清理规范的合同
范围是全市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与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于2017年5月
31日之前订立、目前正在履行的各类经济合同
（含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

为保障专项行动顺利进行，寿光出台了相
关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工作目标、清理规
范对象与范围、实施步骤等。

“以前的要理顺，以后的要依法公开透
明。事情公开透明了，百姓没有意见了，就不
上访了。”毛相顺说。

如今，村里人的法律意识日渐增强。哪
怕是一两千元的小工程，台头镇三座楼村党

支部书记刘瑞祥，都忘不了提醒自己一句：
“得跟对方签合同。有了合同，就有了证
据 ， 有 了证据 ， 就 有 了保障。”刘瑞祥
说。

干了6年的村干部，古城街道野虎村党支
部书记张树铭常把“证据”挂在嘴边，也就是
最近的习惯。习惯的养成，从调处纠纷中来。
多年前，村里的集体土地租给了一位村民，约
定租期15年。到期后，对方不仅不愿让出，还
坚称当年约定的租期是35年。双方谈不拢，事
情僵在了那儿。

“他说租期是35年，但又从不把合同给
我们看。”张树铭感觉事情有些蹊跷。野
虎 村 法 律 顾 问 刘 佳 义 的 点 拨 让 他 有 了 底
气。“从合同法的角度，1 5年租期过后，
合同已履行到位。如果对方坚持租期还有20
年，又拿不出合同，打官司也不怕。”刘佳
义说。

“这话一说，对方马上不吭声了。”张树
铭说，从那以后,他开始明白证据的重要性，
“以法服人靠什么，靠的就是证据”。

对毛相顺而言，帮村干部树立法治思维和
法律习惯，比自己去调处矛盾纠纷似乎更有意
义。毛相顺一共联系130多个村，每到一个
村，他最希望的是能够启发村干部的法治思
维。

“不一定能教会他们多少法律知识，重要
的是让他们有按照法律方式处理问题的想法，
哪怕遇到什么事情多咨询一下也好。”毛相顺
说。

纪台镇远水村有一个很大的塘湾。一家公
司看中了这个“宝地”，想流转过来做鱼塘。
跟公司谈土地流转，村里还是头一回。对方拿
来了合同，村干部却是“两眼一抹黑”。“权
利怎么保障、责任如何定，没人拿得准。”远
水村村主任张连军说。

远水村的法律顾问被请上了谈判桌。合同
条款一条条对，还真发现了问题。“合同中有
个条款，如果村里违约，要交双重违约金，而
对方违约却没有这一条限制，这显然不合
理。”张连军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与外界交往，不懂
得法律怎么行？如今，合同审查把关，成了村
中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一项。“用法律的方式
取代土办法，效果不错。邻里纠纷少了，信访
少了，诉讼也少了。”大昌法律服务所主任袁
建平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孙晓明

“建好综治中心大厅，一旦百姓有了综
治、维稳、司法、信访等问题，我们都可以在
大厅内接待了。”7月21日，寿光市洛城街道
办事处综治中心副主任郝勇说。

记者看到，洛城街道综治中心大厅已经建
成，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据了解，大厅将按功
能分为群众接待大厅、指挥调度室、矛盾纠纷
调解室、联席会议室、档案室等。

“市信访局、市司法局等部门在群众接待
大厅对应设置业务服务窗口，为来访群众提供
‘一站式’法律服务。”郝勇说。

今年，寿光启动新一轮综治中心标准化、
规范化、实体化建设。

自2009年，寿光就开始建设市镇村三级综
治中心。寿光市委政法委书记武志强认为，三
级综治中心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
定、服务辖区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
于思想认识、重视程度等因素制约，镇村两级
综治平台运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作用弱化、办

公场所缩减、人员配备不足、运行机制不畅等
问题，特别是镇级综治中心人员配备不足、且
不能专职专用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心
作用发挥。

“综治中心原来只有2个人，人员严重不
足，门口标志设置也不清楚。我们距离市政府
也近，百姓就到市里上访了。”郝勇说，如今
接访大厅是开放式的，显眼、明亮，可以很大
程度上避免越级上访。

市级层面，寿光依托市信访局现有办公场
所，重新布局规划，进行整体改造和功能提
升，打造市综治中心。中心内设“一厅四
室”，即群众接待大厅、指挥调度室、矛盾纠
纷调解室、联席会议室、档案室。信访局、司
法局及重要涉访部门在群众接待大厅全部设置
业务服务窗口，派员集中办公，对来访群众实
行“一站式”服务。

镇级层面，寿光坚持综治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三个中心”一
体化建设。整合综治、维稳、防邪、司法、信
访、法律服务等资源，将相关业务全部纳入中
心，对应设置服务窗口，定岗、定员、定责，

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主要就是整合资源，将中心打造成镇域

集社会治理、平安建设、信访维稳、公共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的实战平台。”文家街道综治中
心副主任信景峰说。

文家街道综治中心，不仅有法律服务中
心、接待大厅，还有警示教育室、心理咨询
室等。“各种功能的房间都有，可以更好地
处理业务，也便于百姓表达诉求。”信景峰
说。

据介绍，人员配备上，镇街中心设主任1
名，由镇（街、区）综治维稳工作分管领导兼
任；专职副主任1名，由综治办副主任担任，
负责中心日常工作。同时，配备工作人员不少
于4人。

信景峰说：“过去只有2名工作人员，事
情多，忙不过来。现在人多了，还有专业的法
律工作者帮我们协调，能更好地处理百姓诉
求。法律专业人员，百姓更容易信服。”

7月21日，一对夫妇就房屋拆迁问题来到
文家街道综治中心。信景峰和兴源法律服务所
主任毛相顺等人接待了他们。

“我们与综治中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也为基层执政矛盾化解起到重要作用。”毛相
顺说。

村级层面，寿光各村也拿出专门办公场所
设立综治中心。村法律顾问、社区律师定期到
综治中心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法制宣传、化解
矛盾纠纷。

目前，寿光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已全
面铺开。按照规划，到今年11月底，市镇两级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全部达标，村级综治中心
达标率达到60%以上。到2018年上半年，村级
综治中心将全部达标。

武志强认为，全部达标后，寿光将形成
以市综治中心为指挥枢纽、镇（街、区）综
治中心为实战平台、村（社区）综治中心为
基础，以综治信息化为技术支持，镇级综治
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
心“三个中心”一体化运行，纵向上下贯
通、横向左右互动的社会治理三级组织架
构，实现社会治理工作“一体化指挥、多元
化联动、常态化运作”，有效维护全市社会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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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推进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

一站式法律服务，解群众难题

寿光依法理顺农村集体经济债权债务关系

一两千元的工程，也得签合同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主任毛相顺(中)，在蔡西村帮着理顺合同。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惠民村是寿光市传统文化宣教中心、市文明
办、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文广新局、圣城街道、洛
城街道联合主办的“孝心示范村”创建试点。

惠民村共有340余人，多数以种棚、务农为收
入来源。多年来，村民勤劳朴实，民风淳朴，是远近
闻名的和谐村。据了解，孝心示范村活动内容有树
孝风，定孝制，开讲堂，推孝贤，行孝事。

寿光市关工委主任、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中心
主任王茂兴说，孝心示范村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同时，大力倡行孝道，培育良好的家风、村风，
形成行孝和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

孝心示范村仅仅是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中心宣
传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2015年，寿光响应党中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成立了传统文化
宣传教育中心。宣教中心招募了420名志愿者，组
成传统文化宣教群体，与大众面对面，传播传统文
化，教化人心。

志愿宣讲团420人

2015年12月27日，寿光市儒学讲堂开学典礼
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开讲。

“当前，广大市民物质生活水平年年提升，但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同全国一样，精神文明方面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以此来修
复、涵养、提升精神文明。”王茂兴说。

传统文化的弘扬首先要解决“谁来讲”的问
题。为此，宣教中心通过媒体发布传统文化志愿者
讲师招募通知，160多人加入传统文化志愿者讲师
团。每隔一周，讲师们从全市各镇街赶到所负责的
学校、企业、村庄，引经据典，润化人心。如今志愿
者讲师团成员达到了420多名，分为15个小组，每
个镇街区一个组。

11月16日，古城街道弥景苑社区，来自周边十
几个村的村民正在倾听讲师团成员韩冠生的宣
讲。韩冠生不时离开座椅，走来走去，跟大伙分享
着孝德精义和事例。

“搞好传统文化教育是凝聚正能量的有效途
径，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去学习和交流传统文
化，我无比高兴。”78岁的韩冠生说。

“投身传统文化与学习宣讲，能感受到一种发
自内心的欢悦。”志愿者讲师李海梅说。

小家和睦国家兴

6月26日，田柳一中活动讲堂内坐满了人，传
统文化志愿宣讲团正在进行孝德文化宣讲，讲师
旁征博引，在场师生听得津津有味。

7月2日，寿光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举行题为
“实现中国梦，教育是关键”的专题报告会。会场
内，没有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要扭转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孝敬老人不够、是
非不分等现象，要从培养孝德入手，夯实思想道德
建设根基，让传统美德根植人心、落地开花。”王茂
兴说。

儒学讲堂、国学讲堂、道德大讲堂，如今，形式
多样的传统文化传播在寿光市尤其是中小学中掀
起热潮。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传统文化传
播推进思路，寿光全市中小学生诵读经典活动全
盘推进，根据学生年龄，经典内容由浅及深，诵读
常年不断。

“通过对学生及家长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和
教化，志在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一个
个小家庭和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真正落
地了。”王茂兴说。

以进学校为重点，讲师团成员每人联系1-2
个村的学习小组，全市975个行政村，每村一个学
习小组；每个镇街区确定一处规模以上企业为试
点，对员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学习，每月一次，每
期一年。不少镇街区、市直部门纷纷邀请讲师团给
机关干部讲传统文化，让干部做孝老的表率。

目前，学习践行传统文化已在学校、农村（社
区）、机关有序展开。

孝德讲述故事化

教人行孝首先从自己做起，做孝敬父母老人
的表率，这是传统文化志愿者讲师团成员的共识。

不讲天边讲身边，多举身边的例子，把孝德
“故事化”，是讲师们传输传统文化的又一方法。

“这些身边的故事，最容易激发起埋藏于大众
心中质朴的道德情怀。这样的讲堂正是家长和孩
子们迫切需要的。”圣城中学学生家长李健说。

“我以前觉得给父母买东西就算尽孝道。听了
演讲后，才知道这只是尽孝的一个方面。老师讲的
养亲、敬亲、谏亲等都应该做到。”寿光三里小区居
民王大文说。

世纪学校学生听完宣讲后，一名学生因为上
学原因，很久没回老家看望爷爷，当天傍晚放学就
先给爷爷打去了电话。

2年多来，420位讲师、975个村、300多次宣讲、
5万多受益群众，这是寿光传统文化志愿者讲师们
的付出。

420名志愿者

弘扬传统文化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24日，记者在寿光羊口中

心小学教学楼三楼看到，创客教室内，存放着扳
手、锯子、钳子、吹风机等操作工具，还有3D
打印机等。

“2台3D打印机就花去2万多元，但能激发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想象力，钱花得值。”羊
口中心小学校长丁其永说。

据了解，自2016年11月23日创客教室投入使
用以来，这里便成了最受孩子们喜欢的地方。丁其
永认为，创客教育集创新教育、体验教育、项目学
习等为一体，契合了学生富有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天
性，能够改变孩子们的学习方式，激发创造力和想
象力。

羊口中心小学

有了创客教室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书功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的2016年新会员名
单中，寿光人于福生榜上有名。至此，寿光本
土中国美协会员达到4人。

在不同时期，于福生共有五幅（包括合
作）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中，有三幅与寿光
蔬菜有关。于福生的艺术创作为何与蔬菜紧
密相连？这些民间元素又为何一再打动评
委？

父亲是潍坊寒亭人，母亲是寿光人，于福
生生在寿光，长在寿光。寒亭是杨家埠木版
年画和风筝的发祥地，小时候爷爷就经常给
于福生扎制风筝，制作年画。于福生的父亲是
名医生，善长钢笔画，也喜欢字画收藏。母亲
是教师，通情达理，有知识。自幼受家庭熏
陶，于福生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艺术的种
子。后来，于福生从医11载，从事计划生育宣
传14年，但绘画从未间断。他还自学7年，考
取了美术大学文凭。于福生说：“所有的经历
都是一种恩赐，滋养着我绘画的种子生根发
芽。”

2000年，经人引荐，于福生借调到寿光菜
博会组委会，从事展厅艺术设计。将艺术和蔬
菜有机结合，让蔬菜表现出艺术之美，成了于
福生探究的方向。这一干，就是13年。

13年专注蔬菜艺术的工作实践，也深深影
响着于福生的艺术创作。第十二届菜博会上，
他与二哥于新生合作的《飘香的风》，与杨国
春合作的《春牛献瑞》同时入选第十一届全国
美展，并分别获得山东省“国庆60周年美展”
一等奖。

寿光每年向外地输出很多男性技术员，女
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既要做家务、照顾孩
子，还要从事蔬菜生产。“我要歌颂寿光妇女
在蔬菜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于福生说，他有
感而发提出创意，并与二哥合作完成了《飘香
的风》。

《飘香的风》以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描
绘了菜乡妇女挑着菜篮子，奔走在致富路上的
场景。菜篮子里坐着的胖娃娃、妇女脖子上挂
着的钥匙、飞舞的蝴蝶，这些物象令画面更加
生动、丰富。

2013年，于福生进入北京凤凰岭美术馆龙
瑞工作室山水画课题班，跟随龙瑞、王鲁湘、张
培武老师学习。“北京的学习，让我对中国的传
统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于福生说。

学习期间，于福生创作的《吉祥宝贝》入
选“希望的田野·2016中国农民画作品展”。
他与杨秀臣合作创作的作品《清和我心》入选
“2016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故事中
的小城》入选“翰墨青州·2016中国农民画作
品展”。

寿光美协主席孙立认为，《吉祥宝贝》以
寿光蔬菜大棚为背景，大棚里硕果累累，一对
童男童女玩耍、私语，表现了菜乡人美满富
足、吉祥安乐的精神面貌。

作品中，于福生运用了年画的表现形式，
以心造象，不拘泥于形似，而注重神似。画面
中的南瓜、葫芦、蝴蝶等物象既有现实生活的
依据，更有浪漫的气息。南瓜、葫芦与蝴蝶的
巧妙结合，象征着生生不息，童男童女、祥
云、葫芦寓意吉祥。这幅作品，还被一些地方
用作了宣传画。

“只有深入生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容易

感染人、打动人。”于福生说，“我会用更多
的精力关注家乡，进一步挖掘寿光的蔬菜文
化，表现菜乡之美。”

于福生在展示他的画作《吉祥宝贝》。
□ 石如宽 报道

■ 寿光文化之星

于福生：挖掘菜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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