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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丽娜 摄
日前，巨野县公安局

西城派出所举办“警营开
放日”活动，邀请辖区学
生走进警营，通过现场观
摩、亲身体验、互动交流
等方式，零距离体验警营
生活。

活动中，民警带领学
生们参观了派出所值班
室、办案区、勤务指挥
室、装备室等区域，详细
介绍了派出所的日常工作
流程和职责，让学生们对
公安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
识。

□ 谷雪 贾立源 高忠祥

从检 30 年来，他步履不停，用检察制服熨烫
法治信仰； 100 余场讲座，他用乡音土话把法律
条文“煲”成暖心汤； 8 万双耳朵里，他种下法
治的星星火种。

夏津县检察院检察官霍瑞珂身着“检察
蓝”、心怀“志愿红”，既是手持正义之剑的司
法卫士，更是走街串巷的普法“大喇叭”。他创
立的“法治五老工作室”让法律咨询开在群众家
门口，他推动的“家长法治学校”把“依法带
娃”理念送进千家万户，他打造的“瑞珂工作
室”为少年撑起法治晴空。

以法为盾，当好普法宣传“播种者”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每
当看到这句话，霍瑞珂都在想，如何做一名志愿
者，帮助更多人呢？深思熟虑后，他坚定了信
念：对一名工作 30 余年、扎根基层最前沿的检察
官来说，最好的志愿服务就是立足本职开展普法
宣讲。

“同志们，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百姓
心中的一杆秤！”前不久，在夏津县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结课汇报上，身着笔挺检察制服的霍瑞珂
刚抛出开场白，台下 40 多双眼睛瞬间被点亮。这
场被学员们戏称为“法治脱口秀”的结课汇报，
让培训教室变成了法治知识盛宴。

霍瑞珂说：“三尺讲台也是守护公平正义的
战场。”他开启“行走的法治课堂”模式，身影
活跃于各类普法志愿活动中。牵头成立由 10 余名
老党员、老教师、老战士、老专家、老模范组成
的“法治五老工作室”，借鉴优秀案例经验，采
取“菜单式宣讲”模式，为不同群体量身定制普
法内容，足迹遍布全县各大校园、社区、机关、

企业。几年来， 100 余场讲座， 8 万余名受众，
每一次宣讲，都是他对法治信仰的坚守，都让冰
冷的法条融入了志愿为民的情怀与温暖。

如今，他的法治课不仅是夏津百姓的“法律
宝典”，也成为这座小城法治文化的一张名
片——— 田间地头回荡着他的普法快板，校园课堂
活跃着他的互动问答。从“霍检察官”到“霍老
师”，从“满头青丝”到“半边白发”，变得不
仅是称呼、样貌，更是 30 年如一日用法治温度焐
热民心的动人篇章。

以爱为炬，架起家校共育“连心桥”

“教育孩子，先从教育家长开始。”这是霍
瑞珂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些年走在普法之路
上，霍瑞珂用心最多的还是“进学校开展法治教
育”。

2022 年初，他推动成立了全市首家“家长
法治学校”，在这里，他不仅是法治副校长，
更是家长们的贴心朋友。这位被孩子们亲切地
称为“霍老师”的检察官，带着走心又走
“新”的普法课程，让法治种子在 30 余所学校
生根发芽。

2023 年 5 月，在第七中学礼堂里， 320 余名
学生家长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订单式普法课”。
“霍检察官讲法，我们听得懂、管孩子用得
上。”这是家长们听过“订单式普法课”后的普
遍反映。霍瑞珂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切入
点，巧妙融合真实案例和国学智慧，把枯燥法条
变成“家庭教育通关秘籍”，让家长们在笑声中
领悟“依法带娃”的真谛。

如今，“家长法治学校”已孵化出 20 人的志
愿宣讲队，开展家长学法大讲堂 10 余场，引导
1500 多名家长参加学法，发放未成年人普法手册
1000 余册。

以行为桨，争做少年成长“护航员”

“夏小禾”未检工作室的成立，是霍瑞珂在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服务工作上的又一创新举措。

“霍叔叔，这首曲子送给您。” 2024 年 7 月
的一天，在夏津县某居民家中， 15 岁的小红手指
轻快地在琴键上跳跃，一首《一闪一闪亮晶晶》
的旋律流淌而出。琴声背后，是一段从厌学、辍
学到重返校园的暖心故事——— 故事的“导演”，
正是夏津县检察院“夏小禾”未检工作室的“法
治园丁”霍瑞珂。

2024 年，在长期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内向孤
僻的小红产生了厌学甚至轻生的念头。霍瑞珂得
知情况后，带领“夏小禾”未检工作室不仅为小
红协调解决生活难题，还通过心理咨询疏解心
结，更以“订单式授课”为家长传授科学教育方法。
在霍瑞珂的持续关怀下，小红逐渐打开心扉，重返
校园后成绩稳步提升，还重拾了热爱的小提琴。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旋律，正是霍瑞珂深
耕未成年人保护的生动注脚。“夏小禾”未检工
作室自成立以来，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30 余份，
组织心理咨询 20 多人，开展 3 次检察开放日， 4
次检察听证与宣告， 6 次法治学习基地参观，累
计帮助 26 名未成年人重返校园。

霍瑞珂以“检察蓝”诠释忠诚担当，用“志
愿红”践行初心使命。这位法律“布道者”，用
爱与责任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书写了一段段动人
的志愿服务篇章。这抹“蓝与红”交织的普法志
愿彩虹，正在照亮更多人尊崇法治、追求梦想的
前行之路。

夏津县检察院检察官霍瑞珂：

“检察蓝”映“志愿红” 法治情暖千万家

□ 记者 屈庆春
通讯员 赵衍静

一份薪水，承载着劳动者辛勤付出后的满心
期许，它不单是一个数字，可能还是孩子的学
费、老人的药费，是家庭稳稳的幸福。近年来，
高唐县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小案事不小、小案不
小办”理念，打造欠薪案件调解“快车道”，巧
妙运用法理与情理相结合的调解技巧，高效化解
一系列讨薪纠纷，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梨园汗水终有报

81 名老人围谢法官

“要不是您，这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要
回来。”“为了我们的案子，您真是费心
了。”……高唐法院赵寨子法庭内，副庭长李明
月被几十名老人围在中间。

这一温馨画面还要从一个电话说起。
“这可咋办啊？我们老板人不见了，工钱还

没结给我们呢。” 2023 年 2 月，年近 70 的老人王
某打电话到赵寨子法庭，情绪激动地向李明月哭
诉，他和另外 80 名老人在村里的梨园务工，但辛
苦工作大半年后却没有拿到工钱，梨园老板陈某
也联系不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案件受理后，李明月多次走访村干部和群
众，通过多种方式联系陈某无果，案件进展缓
慢。“李庭长，我们年纪大了，这些钱都是在梨
园一点一点挣出来的，真的不容易。可是现在工
钱一直都没拿到，我们这些人该上哪说理去？”
赵寨子法庭里，李某面带愁容，不停地流泪。

望着老人离去的背影，李明月暗自下定决
心：“找！怎么也要找到欠款人才行。”

几经周折，李明月终于联系到陈某。为了尽
快帮老人们追回欠款，在征得双方同意后，该案
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李明月与调解员先理清陈某
与合伙人的账目，后组织欠款人对合伙账目以及
老人们的工作记录进行梳理。经核算， 81 名老人

被拖欠劳务费共 20 万元。法庭逐一与每位老人确
认欠薪数额，并与陈某等人沟通调解方案。最
终，确定欠老人们的工资总额与 3 名欠款人的账
目一致，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拖欠工钱也全部
支付完毕。至此， 81 名老人的讨薪之路终于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从焦虑到安心

14 名被欠薪员工与公司握手言和

“法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帮我们解决了
大问题，这下能安心了。”近日，某公司员工紧
紧握着高唐法院人和法庭副庭长刘华忠的手，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你们安心了，我就能放心
了，后续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刘华
忠欣慰地说道。

2024 年 8 月，人和法庭受理 2 起劳务合同纠
纷案件，涉及 14 名原告，被告为同一家公司。原
告均系该公司员工，工钱被拖欠数月，大家从最
初的体谅转为焦虑，无奈诉至法院。“现在每天
都提心吊胆，家里开支全指望着自己的收入。公
司一直说在想办法，但半年多过去了，一分钱也
没有拿到。”员工张某说道。

案件受理后，考虑此案涉案人数较多，且关
乎劳动者切身利益，刘华忠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
意后，决定优先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他组织
审判团队召开了专题会议，梳理该案矛盾焦点，
法官助理与调解员分头联系 14 名员工及公司代
表，核实案情。

“对于拖欠劳务费，我们很对不起大家。但
我们不是想赖账，公司资金链断裂，周转困难，
确实有难言之隐……”“老板平时待我们不错，
现在公司经营遇到困难，我们也理解公司的难
处。但如果不是温饱都难以解决了，我们怎么会
起诉？”

一边是处在困境中的经营者，一边是追讨欠
薪的员工。刘华忠先是给企业强调经营困难不能
成为免责理由，阐明拖欠劳务费的严重后果。同

时他也思考着：“怎样做既能兑现员工劳务费，
又能帮助企业渡过短期困难，达到暖民又护企的
‘双赢’效果？”

法院调解组一方面与公司经营者沟通协调，
引导公司体谅员工的难处；一方面帮员工们跟进
公司的最新情况，安抚情绪，希望共同渡过难
关。最终，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公司分 4 期支
付全部工资，首期于调解书生效后 60 日内支付，
剩余 3 期按季度履行。法院当场出具民事调解
书，双方握手言和。

春耕前的和解

被拖欠的养老钱“落袋为安”

今年 2 月，高唐法院汇鑫法庭成功化解一起
土地租赁纠纷，法官助理阚仲帅以“乡情+法理”
破局，帮助辖区 9 名平均年龄超 70 岁的老人追回
被拖欠 1 年的土地租金。

事情还要从 1 年前说起。村民李某租赁同村 9
名老人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因经营不善拖欠 1 年
租金共 1 . 8 万元。 9 名老人大多体弱多病，有的
常年用药，有的依靠微薄租金贴补生活。多次催
要租金无果，老人们相约来法院讨个说法。

“土地是咱的命根子，租金就是养老钱
啊。”年近 80 岁的孙大爷提起这事，眉头紧
皱。

阚仲帅耐心听取老人们的诉求后，发现该案
虽涉案金额不大，但涉及多名农民切身利益，且
正值春耕关键时期，租金能否及时到账直接影响
农户生产生活。他及时向庭长汇报，并在征得老
人们同意后，决定在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前，先做
调解工作。

阚仲帅迅速联系了欠款人李某，先告知诉前
财产保全的法律后果，再引导其换位思考，体谅
老人们的生活困难。在多次“背对背”沟通中，
既讲清了拒不履行的法律风险，又以乡情为纽带
唤醒了当事人责任感。李某最终凑齐 1 . 8 万元现
金，在法官见证下交到 9 名老人手中。

高唐法院：“薪”火可温千家灶 法官巧解百姓忧

法 治 微 光

□ 栾尚乾
“小时候，总想把书堆得高高的来挡住

老师的视线，却没想到也挡住了自己的未
来，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这是
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戒毒人员
小温在读书分享会上与大家分享的一段话。

小温今年 16 岁，去年因吸食毒品(新精
神活性物质依托咪酯)被公安机关强制隔离
戒毒。初入所时，由于自身文化程度较低，
面对所内的教育矫正活动，出于心理自我防
御，小温总是充满抵触。与民警的谈话也总
是支支吾吾，始终放不下心理防备，给戒治
工作的深入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吸食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问题日益尖锐，类似小温这样的案例
在戒毒所内还有很多：年龄较小、价值观不
成熟、文化水平较低；多数未成年戒毒人员
成长环境复杂、家庭关系不和谐，内心自卑
且敏感。

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多年
来持续推动“书香大队”品牌建设，将图书
角设置在戒毒人员经常活动的区域，让队内

始终保持着浓郁的书香氛围。小温流转至二
大队以后，从最初硬着头皮敷衍地看书，到
后来捧着书读得津津有味，再到后来将自己
的读书感悟主动分享给周围的人。在一次次
的读书分享会中，小温原本坚硬的内心壁垒
也在书香的浸润之下逐渐瓦解，与民警之间
的沟通也变得顺畅起来，不再像刚入所时那
样自我封闭，内心世界的大门在一次次的交
流沟通中慢慢敞开。

时至今日，小温已经成为了队里读书册
数最多、转变最大的戒毒人员之一，按时借
阅图书成为了小温每周的固定习惯。在问及
小温读书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收获时，小温想
了想回答道：“是希望。通过读书，我才发
现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的精彩，过去因为
接触毒品做了很多错事，现在只想好好读
书，痛改前非，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
平一样，认真过好自己以后的人生。”

从最初的自我封闭，到通过读书打开心
扉，积极转变，小温的巨大变化让我们有理
由相信，他的人生轨迹一定会因为读书重回
正轨。

从毒到读：一名未成年戒毒人员的“思想越狱”

□ 记者 马文青
通讯员 孙青龙 赵恒

日前，微山湖畔一处鱼池埂子上，一
群人正拿着卷尺，一米一米地丈量着脚下
的土地。这不是普通的工程测量，而是一
场关乎 3 位施工人切身利益的现场勘察。

案件要从微山县高楼乡的鱼池升级改
造工程说起。这项工程涉及鱼池周长 4300
余米，鱼池形状为梯形，西边南北长 1800 余
米，东边南北长 1500 余米，东西宽 500 余
米。施工方赵某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朱某
和刘某某。工程早已完工，但由于 3 方对施
工范围和工程量各执一词，结算成了难题。

刘某某曾起诉索要工程款，因施工量
尚未确定，证据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
刘某某放弃上诉救济权利，走上了上访之
路。朱某因身患脑梗，庭审时情绪激动。
眼看矛盾愈演愈烈，承办法官郝卫东意识
到，仅靠法庭审理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决
定联合地方政府实地勘界：“既然账算不
清，那就去现场量！”

法官、朱某及其代理人，赵某及其代理
人，刘某某的委托人王某某，高楼乡政府工
作人员和法律顾问等人齐聚微山湖。他们
穿上救生衣，乘摩托艇抵达施工现场。

测量开始后，争议立刻显现，面对利
益之争、各执一词且情绪激动的 3 方当事
人陷入僵局。郝卫东和乡政府工作人员一
边安抚情绪，一边带着卷尺从鱼池西南角
开始丈量。

“这段是谁施工的？”

朱某：“起算点往北 300 米这一段是
我施工的。”

赵某：“只认可你施工了 130 米。”
“大家都冷静，我们按事实说话……”
朱某与赵某对各自施工范围大部分达

成一致意见，现场勘察确认本案有分歧的
施工总长度为池塘西边施工的 685 米。

确认了争议范围，郝卫东和乡政府工
作人员商量趁热打铁返回法院进行调解。
回到法院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针对
685 米争议施工段，因双方举证不足，经
调解达成各享有 50% 施工量的协议。

此时赵某又称：“上家没付款，我也
没钱。”朱某面临着年龄较大还患有脑梗
的情况，郝卫东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分头做
调解工作，“背对背”分析利弊，“面对
面”协商方案。

最终，朱某与赵某对于工程量和付款
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在 3 方当事人参与下
明确了刘某某的施工范围，赵某确认了刘
某某的施工范围为鱼池内埂子 3 条，为刘
某某的工程款计算确认了计算依据，若协
商不成，也为诉讼解决打下了基础。

从清晨出发到傍晚达成协议，这场跨
越湖区的调解终于画上句号。一天之内确
认了 3 方各自的施工量，且彻底解决了朱某
与赵某的纠纷，3 方施工人表示非常满意。

“要不是实地勘测，下工夫调解，工
程款怕是难要了。”朱某感慨道。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司法可以是
温暖的。”郝卫东说，“只有查清事实、
实质解纷，才能让老百姓信服。”

湖区现场勘察 府院联动解纷

□ 李登程

近年来，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以深
化公安改革为动力，以基层基础建设为保
障，立足派出所主防职能定位，聚焦做实
社区警务，在加强群防群治上下工夫，发
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使基层实力更强、
警务效能更高、服务群众更优。

充分发动群众

成立品牌义务群防队

在湘潭路派出所辖区，无论是广场街
道，还是社区楼宇，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
的巡逻人员。这是湘潭路派出所与湘潭路
街道办事处集结警力与群防群治力量共同
组建的“红梅巡逻队”。

“红梅巡逻队员在辖区主要街道路
口、住宅楼院、公园广场进行巡逻，推动
落实群防群治、邻里守望措施，加强警民
巡防的协调沟通和联动呼应，做好支援配
合工作，营造服务群众更紧密、治安防控
更严密、社会秩序更良好的氛围，形成社
会面管控强大合力。”湘潭路派出所负责
人介绍。队员们在派出所的指导下，开展街
面巡逻、协助民警入户调查、为民服务等工
作，为群众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屏障。

春节期间，巡逻队员在夜间巡逻时，
发现有一家已关门的商铺内不断往外渗
水，立即向社区民警汇报，民警迅速联系
物业工作人员，从外面关闭了水阀，减少
了用户的损失。事后，店铺老板于先生依
然心有余悸：“春节期间我们休息，店内
一直没人，幸亏你们及时发现漏水，才没
有造成大的损失。”

“红梅巡逻队”只是李沧分局发动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缩影。经统计，李沧分
局在辖区社区村组共组建 1500 余人的义务
志愿服务队和 1800 余人的社区网格员队伍
等社会治理力量，打造了一批共建共治共
享品牌，全面开展“平安小区”“平安单
位”“平安校园”“无毒社区”等系列基
层平安类创建活动。

深耕警民关系

坚持“群众工作靠群众”

楼山派出所社区民警王惟号每天早早
来到社区开展日常社区警务工作，走访、
记录、调解、劝导……他对此乐此不疲。
“社区民警除了服务群众、联系群众，还
要当好政府与群众的纽带，把工作做实做
细。”王惟号说。

王惟号所负责的楼山后社区建成年代
比较早，噪音扰民问题突出。王惟号发现
后，都会第一时间向双方了解情况，针对
双方矛盾，组织辖区司法调解员、社区工
作者等群防群治队伍进行劝导，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以王惟号为代表的社区民警把小区作
为工作场地，与群众拉家常、谈生活，在
警民关系和警务机制改革上深耕细作，坚
定不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
搭建了一座群众和民警的连心桥，取得了
良好效果。

推动群防群治

多方合力保障优质服务

兴城路派出所社区民警鲁俊根据老城
区矛盾多元化特点，依靠群防群治工作思
路，成立了“ 1+2+N ”社区调解室——— 由
社区民警、居委会、律师事务所、心理医
生等多方力量，依托社区警务室开展矛盾
纠纷化解等工作，实现调解资源共享、化
解效能最优的调解模式。

辖区居民王先生夫妻因家庭琐事时常
吵架，并多次报警。为提升纠纷化解效
果，鲁俊与社区干部、调解律师、心理医
生多次上门为王先生夫妻开展疏导，通过
谈心拉家常的方式，向他们计算法律成
本、经济账、亲情账，促进双方加强沟通
交流，及时消除误会，修补生活中的裂
痕，推动纠纷就地解决。

近两年来，鲁俊所在的沔阳路社区警
务室解答群众咨询 3000 余次，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 120 余起，获赠表扬信 20 余封、锦
旗 10 余面，赢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下一步，李沧分局将继续营造群防
群治的良好氛围，实现协同共治，全力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让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李沧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建立群防群治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