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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兴盛

“蔺法官，我是孙家集街道的赵某某，我这
就去交钱，你快把法院‘申明亭’上的曝光信息
给撤下来吧，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人了。”日前，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被执行人赵某某给寿光法院执
前督促组成员蔺吉春打电话说。

当天下午，赵某某来到法院将5万元执行款
如数缴纳。

去年，寿光法院在多个镇街设立“申明
亭”，张贴“黄榜”和“红榜”告示，曝光当地
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的当事人名单、信息和照
片。同时标注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以便其及时
履行。赵某某的个人信息，正是被张贴在孙家集
街道的一处“申明亭”的“红榜”上。

据了解，赵某某在孙家集街道办事处附近开
了一家店铺，欠王某5万元货款一直未还。后王
某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赵某某给付货款，但赵
某某一直未履行。随后，寿光法院将赵某某的信
息和照片，张贴在孙家集街道办事处附近的一处
“申明亭”曝光台上。部分村民得知后，一时间
在村里传开。迫于“丢人、难看”的压力，赵某
某主动来到法院要求履行义务。

“申明亭”是寿光法院借鉴明朝在乡里读法
明理、彰善抑恶的做法，在寿光全面铺开建设
的，意在乡间辨善恶、知美丑，以期法德并举、
共治乡村。目前，已建成13个申明亭。

寿光人民法院院长尹洪阳说，寿光法院依托
司法职能作用，秉持“融儒学入司法、植文化于
桑梓”理念，实施举乡贤、立村约、敦教化，推
广建设“申明亭”，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
俗，引导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
庭责任，营造良好的乡村法治氛围。

今年上半年，寿光法院胡营法庭在纪台镇一
个村现场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案。开庭时，村委会
大院坐满了百姓。

原告刘某今年87岁高龄，丈夫已亡，没有经
济收入，要求两个儿子为其解决居住和养老等问
题，但两个儿子以分家不公平为由一直互相推
诿。在村委会多次出面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原告
刘某决定起诉两个儿子。最终，两个儿子均表示
愿意帮其解决居住问题，并承担原告刘某的生活
费等。

“这个事在村里闹腾半年多了，法官来村里
开庭，现场说法，把事实一摆、道理一拉、法律
一讲，双方都服气，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旁观
的村民张兴华说。

近年来，寿光法院选择有影响、有代表的涉
农案件，把庭审现场“搬”到村里。

“巡回法庭虽然有些简陋，但普法、教育效
果不亚于正规庭审。对很多村民来说，这是他们
第一次进入法庭近距离接触法律。庭审过程中确
定的法律准则、社会规则、儒学传统，注定将深
刻影响到旁听的村民、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乡
村。司法贴近农民、融入乡村，有利于推动乡村
法治建设和传统文化复兴。”胡营法庭庭长刘师
贤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10月30日至11月5日，寿光
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97 . 78点，较
上周1 0 2 . 2 4点下跌4 . 4 6个百分点，环比跌幅
4 . 4%，同比跌幅22 . 2%。蔬菜总体交易量环比下
降8%。

本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6类下跌4类上
涨，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瓜菜类、茄果类、菜
豆类，环比跌幅分别是14 . 8%、9 . 7%、6 . 0%。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蔬
菜价格小幅下跌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内
及寿光地产蔬菜供应依旧充足，菜价上涨动力不
足。二是近期光照充足，日间气温回升，省内各
产区蔬菜产量稳中有增，市场需求减弱，价格持
续回落。三是南方部分蔬菜开始抢先上市，充实
市场供应，对制约菜价起到了一定作用。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原来脏乱差，如今美如画。业委会的
作用太大了。”寿光中阳东城花园小区居民
刘红光对本报记者说。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主路宽阔通畅，交
通线醒目规范，路边的停车位整齐划一，绿
化带修剪得整齐有序。

刘红光说，去年整个小区都是乱哄哄
的，住得不舒心。小区门外的大路是土路，

到了雨天泥泞不堪，楼体之间绿化带简直成
了垃圾场，停车也是杂乱无章。

中阳东城花园小区建于2004年，共有167
户居民。对小区一直存在的问题，小区业主
与物业公司交涉无数次，但效果不理想。今
年，69岁的业主颜世欣牵头成立了东城花园
业委会，并应业主要求，把修路、绿化的事
情提上日程。

为筹集路面硬化和小区绿化的资金，颜
世欣带领业委会成员上业主家里做动员、征
集意见，前后共召开业主大会11次。有几个
业主，他们连续往家里跑了五六趟。与此同
时，小区改造问题也受到了中阳集团的重
视，他们对物业人员作出调整，并提供了8万
元的资金支持。加上全体业主捐款，最终筹
集资金50万元。

东城花园业委会委员徐忠亮说：“业主
和物业、物业和业委会之间都有各自的利益
考虑，也都红过脸，但当大家静下来考虑这
个事儿时才发现，其实目标只有一个，那就
是为了大家在这里生活得更幸福。理清了这
个扣子，大家都在配合解开它。”

在寿光圣城街道延庆寺村，村民李健登
录圣城街道网上阳光村务监督平台，点击延
庆寺，输入自己的姓名，在密码栏输入自己

的身份证号，就能查看本村财务开支的原始
单据情况。“今年的财务原始单据都有，哪
个村民都可以查看。”李健说。

“原先在村务公开栏公开的时候，只是
公开了一些数字，原始单据，村民看不到。
现在通过网上公开以后，原始发票一目了
然。”延庆寺村党支部书记李信增说。

据了解，从今年4月份起，圣城街道把68
个村财务开支的原始单据全部“晒”到网
上。

“通过网上阳光公开，老百姓心里就亮
堂了，也就更加支持村里的工作了。”圣城
街道北关村党支部书记林晓伟说。

“原始单据是最基本的记录，最真实。
通过张榜公开、网上公开、电视公开等形
式，全方位监管，增加了群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圣城街道经管站站长陈春
啸说。

“原来丧事三五天，如今一天便可完
成，村民们也逐渐接受了新观念。”孙家集
街道彭家村村民王立军说。

“我们村有专门的红白理事会，坚持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
程》等规章制度。”彭家村党支部书记彭有
伟说，村里还新建了公墓，目前彭家村已实

现丧事从简率100%。
据了解，寿光975个行政村，村村都有红

白理事会。
10月15日，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召开党员

群众代表会，就村内楼房工程收尾、低保户
认定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低保户名单，村民
代表进行了表决。“村民的情况大家都知根
知底，用投票的方式进行决议，这样大家都
服气。”村民代表李宝先说。

“在我们村，村级重大事项都实行票
决。”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说。

东斟灌村按照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
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
票表决四个步骤，将涉及集体资金使用、村
级公益事业、集体土地出让等30余个重大事
项纳入票决范围。“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自
己作主。”李新生说。

1999年以来,东斟灌村共票决村级重大事
务110多项，否决9项。由于过程公开透明，
村民对结果满意，全村连续多年无信访上
访、无刑事案件。

“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形式，引
导群众办好自己的事，从而不断提升自主议
事、自治管理和自我服务水平。”寿光市委
书记朱兰玺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做好丈夫是一个男人的担当，也是我
们的传统美德。我以后更要好好对自己的媳
妇。”寿光市圣城街道“好丈夫”获得者魏
光勇说。

“我一直把儿媳妇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对
待。”圣城街道“好婆婆”获得者魏玉芹
说。

“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把小家庭建设
好，把小家庭的和谐带到社会这个大家庭中
来。”圣城街道“好家庭”获得者桑英明
说。

10月26日晚，圣城街道举行“好婆婆、
好媳妇、好丈夫、好女婿、好家庭”表彰大
会，共有424人获得奖励。

“举办此次活动，对树立尊老爱老良好
风尚，建设和谐美丽乡村，会起到积极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下一步，我们继续弘扬传统
孝老敬亲美德，进一步倡导文明新风。”寿
光市委常委、圣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焕军

说。
“好丈夫、好女婿的做法给我很多启

发，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以后的日常生活
中，我要更好地对待父母，给孩子树立榜
样。”圣城街道向阳社区文汇苑小区居民白
成华说。

“在我们村，敬老爱老早已成为一种风
气，孝顺就是家家户户的家风。”尹家村党
支部书记尹效敏说。

尹家村村委大院的墙上，有一幅幅与
“孝”有关的图文，历届“好媳妇”“好婆
婆”“好妯娌”“好公公”的资料被张贴在
墙上。从2004年，尹家村开始推选“个人品
德优秀典型”，全体村民参与选举，每年推
选一次，被选出的典型代表会上墙公布。

赵春红，2014年被评为尹家村“好媳
妇”。赵春红的婆婆几年前得过脉管炎，为
了让婆婆能得到充分休息，赵春红每天开车
接送婆婆去医院，整整两个月，直到婆婆恢
复健康。

羊口镇六居委四德榜上展示着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人物的

事迹。“马长华，庭院绿化好，自觉维护村
内绿化带，经常帮助困难户，积极参与村务
议事，为重症患者捐款。”“王玉芝，文明
卫生户，帮助外来打工人员安居，进行爱心
捐款。”

“通过树典型扬正气，传递文明正能
量。”六居委党支部书记李金英说。

在寿光，村村都有“四德榜”。寿光市
文明办主任杨福亮认为，善行义举全部上
榜，为人处事都有榜样，这样没上榜的村民
就坐不住，就会跟着学。让普通群众上榜当
“明星”，是寿光市用道德典型引领新风正
气、建设文明寿光的举措之一。

今年重阳节，台头镇三座楼村为老人们
举行了大型演出。“有京剧，还有歌曲、快
板，真是热闹。”三座楼村75岁的刘东元
说。

今年是三座楼村举办的第七届重阳节庆
祝会，每届都在重阳节前一天举办。“提前
一天，是村委想抛砖引玉，给大家提个醒，
让孩子们回家看望老人，陪陪老人。”三座
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说。

搞活动需要钱，三座楼村民和企业已经
形成为重阳节捐款的习惯。捐款人名单全部
在文化广场上公布。“公布捐款，既让捐款
者有面子，也弘扬了爱心。”刘瑞祥说。

台头镇南兵村前几年建了幸福院，老人
可以在这里看书、下棋、健身。

“老年人每年都能领到多项福利，村里
还建了健身康复室、文体活动室、阅览室，
大家都有了玩的地方。”南兵村75岁的程文
明说。“村里风气一直很好，幸福院及院内
设施多是通过捐款等形式筹资建设的。”南
兵村党支部书记苗乃东说。

南兵村还通过设置“善行义举四德榜”
等形式，由村民投票选举“孝德”、“爱
德”、“诚德”标兵。

近年来，寿光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寿
光好人”“美德少年”评选及“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等实践活动，善行义举四德榜实现
村居全覆盖，上榜典型达到82万人次。截至
目前，寿光已有17人成为全国道德模范、中
国好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11月3日8点，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
区牛头镇村村委办公室，举行生产道路招投
标会。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主任毛相顺主持
会议，牛头镇村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了
会议。标的8万元的项目，最终以5 . 7万元成
交。“村里招投标还得靠法律顾问，他们专
业高效，对施工方也能起到有效监督。”牛
头镇村文书马兴旺说。

进行招投标之前，牛头镇村已经就生产
道路维修召开了村委会、党员群众代表会。
作为牛头镇村的法律顾问，毛相顺起草了本
次道路竞标公告、说明、合同，并在村委宣
传栏进行公示。

“招投标现场有群众代表参与，我们也
有专业人员把整个过程录像，确保招投标公
正公开透明。”毛相顺说。

今年7月，寿光市司法局开展打通服务基
层“最后一公里”工作，实现了村居（社
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全市14个城市社区、
94个农村社区、975个行政村法律顾问合同全
部签署完毕，58名律师、53名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共111人担任法律顾问。

寿光市司法局副局长孙晓峰说，寿光
“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以来，法律
顾问发挥专业特长，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流转等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合
同审查等服务。

据了解，寿光对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宽
泛，法律顾问承担着更多的职能。法律顾问
是村(社区)法律事务的“指导员”，还是法律
知识的“宣传员”，以及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法律诉求的“引导员”、法律援助的
“联络员”等。

11月3日，恰逢牛头镇村大集，兴源法律
服务所工作人员来到集上，就群众普遍关注
的婚姻家庭、土地流转、交通事故处理等问
题开展普法宣传。“我恰好有土地流转的疑
问，法律工作者给我现场进行了解答。”村
民郑凤英说。

寿光大昌法律服务所主任袁建平认为，
大多数法律顾问刚到村里遇上的第一件事，
多半还是调解纠纷。以往村里解决矛盾用的
多是土办法，有时靠家族势力，甚至靠拳
头。“很多棘手的矛盾纠纷，就因为调解人

不懂法，理讲不透，所以才闹大了。”袁建
平说，有了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或许就是
“一加一等于二”的事了。

因不懂法而闹出的笑话，常常成为纠纷
的源头。某村集体与承包户签下的塘湾承包
合同，居然没有明确承租时间，而是写着
“长期租用”。“这样的情况，并不罕
见。”袁建平说。

毛相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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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
义。兴源法律服务所担任着文家街道、纪台
镇、孙家集街道等110多个村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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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
好。”毛相顺说。

今年7月，文家街道蔡西村党支部书记钟
明咨询毛相顺一件合同到期的处理事宜。
“与村里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了，却找不着
人，村里不知道怎么办。”钟明说。

“这是有意躲避，以达到占用的目的。
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公开
解除合同通知书，限期清除附着物，返还土
地给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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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遇到招投
标、土地流转等事，都找兴源法律服务所。
“合同有律师把关，会更严谨。”南木桥村
党支部书记李本兵说。

如今，遇到工程，不管大小，台头镇三
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都忘不了提醒自
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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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村都有法律顾问，让专业人士像种
子一样扎进农村和社区，让法律习惯和法律
意识在基层真正成长起来。”寿光市司法局
局长董增吉说。

寿光82万人次登上善行义举四德榜

“好媳妇”“好丈夫”成了明星

在寿光农村，有事爱找法律顾问

◆编者按

在乡村治理方面，寿光近年来进行了积

极有益的探索。东斟灌村的基层民主自治，

成为2015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持续

为农村派出法律顾问、法制副主任等专业人

员，传递法治观念，提供法律服务；村村都

有“四德”榜，树立起崇尚好人尊重好人的

良好社会风气。

今天，本版推出这组稿子，介绍寿光做

法。

社区成立业委会，村中大事票决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

■乡村治理看寿光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左)，在牛头镇村大集上向百姓宣传法律知识。

蔬菜价格持续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巡回法庭下农村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 峻

“我身体不好，以前都是打零工，挣不到什
么钱。现在村里引进家纺服装代加工点后，我不
出村就能工作。现在不仅脱贫了，还摘掉了低保
户的帽子。”寿光市双王城牛头镇村五分村的低
保户常炳荣说。

近年来，牛头镇村经济发展缓慢，村里像常
炳荣这样的贫困妇女较多。为了带动这部分人脱
贫致富，牛头镇村通过与寿光千榕家纺建立合作
纺织扶贫车间，鼓励贫困妇女在车间就业。“在
纺织车间就业的贫困妇女工资实行计件发放，人
均月收入3000元左右，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的目标，现在已有4人摘掉低保户的帽子。”牛
头镇村党总支书记马永锡说。把贫困妇女引进服
装代加工点的同时，牛头镇村党支部还从实际出
发，引进草编加工、拖鞋制作等劳动密集型企
业，又建设了3个“扶贫车间”。

39岁的村民刘艳荣患有先天性侏儒症，平时
主要在家。“因为身体原因，以前上哪儿打工都
不要，挣不到什么钱，在家地位也很低。现在我
边带孩子边编草编，一天能挣二三十元，给孩子
挣零花钱没问题。”刘艳荣说，“现在邻村的人
都来跟我学习草编，感觉自己脸面老大了。”

马永锡说，村里的“扶贫车间”不仅为双王
城解决贫困群众就业脱贫提供了保障，还带动台
头镇、田柳镇、古城街道的300余名农村闲置妇
女、残疾人就业。

“扶贫车间”
帮低保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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