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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简称“闽”，闽西与江西

省接壤，是革命老区，东南隔台湾海

峡与台湾相望。福建位于东海与南海

的交通要冲，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

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也是海上商

贸集散地。日前，记者跟随司法部、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2024 年法

治乡村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来到福

建福州、龙岩、厦门等地，探寻八闽

大地如何立足本地特色推进法治乡村

建设。

以茶为媒，高山议理堂“软
法治理”化纠纷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坐落

在 海 拔 1108 米 的 “ 状 元 尖 ” 脚 下 ，

既是厦门最偏远的山村之一，也是厦

门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被称为“高山

村 ”， 曾 是 厦 门 最 贫 穷 的 山 村 。 如

今，高山云雾、茶园梯田的军营村实

现“山上戴帽”的同时，乡村旅游又

完成了“山下开发”，村民们的年收

入从人均 200 元增至 2023 年的 4.5 万

元 ， 2023 年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达

86.47 万元。

日子好了，但因山高路远，司法

所调解资源无法及时下沉，军营村大

量属地性强、涉民生的纠纷无法得到

及时调解。为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

就 能 够 享 受 到 高 质 量 的 法 律 服 务 ，

2019 年，同安区委政法委牵头，区

司法局联合区法院、莲花镇政府共同

设立集纠纷化解、普法宣传、道德评

议于一体的一站式基层矛盾调处中心

“议理堂”。

议理堂设置在军营村内传统闽南

古厝厅堂，大堂里摆放着茶桌、茶

具，家风家训墙上张贴着 《高氏家

训》，还有村民听得懂、听得进的劝

和劝善的民俗谚语典故等。“议理堂

借助茶乡资源优势和闽南泡茶习惯，

以茶为媒促进话事解纷，推行‘软法

治理’，邻里事，邻里了。既满足村

民以乡土义理定分止争的需求，又可

在和风细雨中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意

识。”厦门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

军营村委会副主任高建设就在这

里泡着茶、聊着天的工夫化解了一起

高山茶园纠纷。

白交祠村民杨某跃和杨某强本是

要好的邻居，去年两人的关系却跌入

到谷底。杨某跃长年在外务工，自家

茶园撂荒十几年。杨某强见茶园荒芜

心疼不已，未经杨某跃同意，私自种

植茶树并精心料理。几年后，茶树长

势喜人，可就在茶树即将收获时，杨

某跃返乡了，决定创业发展茶产业，

回到家看到自家茶园已被私自占用，

气愤不已。

村两委得知后，第一时间去了解

情况。杨某强说：“他家茶园荒废那

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把茶树打理得

那么好，现在他要收回，我这几年不

是白干了吗？”

村两委把杨某跃和杨某强邀请到

了高山议事堂，边喝着茶，边开始了

谈心调解。高建设对杨某强说：“不

管怎么说，你没经过他同意直接占用

他的茶园是不对的。”随后又对杨某

跃说：“你这块地荒废十几年，人家

现在把茶园打理得那么好，茶树苗也

是他掏钱买的，你收回也要补偿一

些。”几番交谈后，杨某跃同意购买

杨某强的茶苗，并补偿打理茶园的辛

苦费后，两人握手言和。

高建设说，“议理堂”为方便村

民，还借助远程在线解纷平台，实现

法院调解室、司法所及议理堂同步在

线调解。据统计，近三年来，议理堂

调解辐射的 9 个行政村各类纠纷 157

起，线上线下开展法律门诊、信访化

解、民法典宣讲、线上庭审观摩 62

次，发布涉农典型案例 30 件。

传承红色法源，证据说话多
年矛盾一朝息

“ 红 旗 跃 过 汀 江 ， 直 下 龙 岩 上

杭”。上杭是原中央苏区县，是建党

建军纲领确立地、党的群众路线重要

发源地，是 1929 年古田会议、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毛泽东才溪乡

调查所在地。

上杭县发挥党史事件多、革命先

辈多的优势，发动干部群众从红色标

语、红色故事、红色山歌中汲取红色

营养，深入挖掘适用于调解的优良传

统、红色文化、文明乡风，同时，推

动“法”“景”融合，在古田会议旧

址、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

区建设法治文化公园，让游客和群众

沉浸在浓郁的红色法治文化氛围中，

潜移默化地提升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

“作为原中央苏区县，上杭县有

着众多红色法治资源，但传承红色法

源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活’起来、

‘聚’起来、‘动’起来，服务新时代

的乡村基层治理。”上杭县司法局局

长刘勇说。红土地上的古田司法人正

是秉持这一理念，运用“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成功化解了一起复杂的

矛盾纠纷。

古田镇桂和村的马某英与梨岭村

林家三兄弟的父亲是多年的朋友。有

天，马某英向林家提出，林父先前在

沙坑尾种的竹林有一部分种到了他的

田里去了，要求林家归还田地。可林

父已去世，林家三兄弟认为，父亲这

么多年一直在这片竹林耕种，不可能

占用他人的田。这事吵了几年没个结

果，2022 年 6 月，马某英到古田司法

所申请调解。

调解员张海开等人先是来到 30

多公里外的梨岭村实地察看争议地

块。竹林位于桂和与梨岭两村交界

处，现场确实已看不到任何田埂，也

没办法证明曾经有过田。马某英说，

现在这条 20 世纪 80 年代开的机耕路

当时是从自己家的田中间横贯而过

的，因此路的上下都有自家的田。当

初林父也承认占了自家田，只是如今

无法对证了。

两天后，古田司法所组织了第一

次调解，自然是没有任何进展。

为了找到确切证据，张海开先是

联系镇自然资源所，并前往县自然资

源 局 查 询 该 地 块 1990 年 的 地 形 图 ，

发现这里确实有田的标识，但具体田

界没法确定。同时，他又辗转联系到

了蛟潭村多年前负责开路的老支书，

还请上杭县法院古田法庭法官一同前

往老支书家拜访。从老支书的那里得

知，1986 年开的机耕路确实是从马

某英家的责任田中间穿过的，但田界

位置他记不清了。

有了这一确切信息后，司法所于

7 月 25 日组织第二次调解。然而，林

家兄弟并不认可这一结果：“我父亲

的人品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田他不会

随便去种的。”“没有人质疑你父亲的

人品，毕竟当时开路可能是泥土盖住

了田埂。”“这个谁说得清……”

协商成了吵架，林家兄弟提出，

只要是田就一定有证，只要看到田

证，他们就认这事。第二次调解不欢

而散。可事情已经过去 30 多年，哪

里去找田证呢？

事情再次陷入僵局，大家都有些

泄气。张海开考虑再三，提出一个大

胆的想法，去县档案馆查最早的土地

证试试？

难度有多大不用多说，但“功夫

不负有心人”，调解员们真的在档案

馆里找到了 1952 年的土地证，上面

显示沙坑尾确实有一大块田！当时这

块田分给了马某亭。张海开找到马某

亭了解情况，原来村里将这块田一分

为二，一半给了马某寿，一半给了马

某英，马某寿的田虽也被竹子覆盖，

但还能看得见田埂，田界清晰。调解

员们精神为之一振，同分一块田，分

给马某寿的是田，分给马振英的自然

也是田，而且面积不会相差太大。据

此就可以推算出马某英田地的大概

面积。

有了这样一份证据，调解员们心

里有了底气。8 月 5 日，古田司法所

邀请自然资源所和古田法庭的工作人

员再次来到争议地，组织双方第三次

调解。这次自然很顺利，林家三兄弟

同意将毛竹占用的部分地块归还给马

某英。双方很快签订了调解协议。这

场多年未解的纠纷至此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法治先行，护航乡村振兴行
稳致远

“你若长安，便是幸福”，是福州

市长乐区营前街道长安村的建村宗

旨，也是村民的真切感受。整洁的街

道，人流熙攘，水流湍急的河水穿村

而过，走过石板桥，来到榕树下的天

然茶水吧，听着潺潺流水，吹着凉

风，喝着饮料……

长安村曾是福清市、长乐区学子

进京赶考的必经之地，因此留下了白

石桥、古驿道、大齐书院等诸多古

迹 。 长 安 村 离 福 州 市 区 30 多 公 里 ，

距 地 铁 站 不 到 1 公 里 。 借 助 地 理 位

置、自然环境和文化优势，近年来，

长安村针对“银发一族”推出乡村旅

游，发展“银发经济”，每天来长安

村的游客有上千人。

游 客 多 了 ， 安 全 问 题 不 得 不 考

虑。村党支部书记林雯丹说，“村里

考虑能否为游客购买一种公众责任

险，以免小磕小碰，能有个保障”。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林岩云称，这个想

法与几年前的一件纠纷有关。

那年，一外地人在长安村被蛇咬

伤。事后，他向村委会提出索赔要

求。林岩云不解，“蛇是野生的，又

不 是 村 里 养 的 ， 凭 什 么 让 村 里 赔

钱？”此外地人则多次到村里闹事，

还声称要向法院起诉。

林岩云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后才

知，村委会对长安村辖区确实负有安

全管理义务，人家要求赔偿是有道理

的。得知这一情况后，长安村只好赔

偿了点钱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这件

事也给林岩云他们提了个醒，如今，

来这里旅游的多是老人，保证游客安

全是第一要事。这才有了给游客们购

买保险的念头。

在福建省司法厅开展法律服务进

乡村系列活动中，福建国富律师事务

所沈荔融成为长安村的法律顾问。他

经常来村里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纠

纷、法律援助服务等，并指导村民依

法维权，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并给予

指导性建议。林雯丹向沈荔融咨询购

买公众责任险的想法，沈荔融告诉

她，“这个想法不错，但要注意，保

险的投保人应该是长安村村委会，而

不能是长安村控股的企业”。林雯丹

不解，沈荔融继续解释，“如果以村

企业名义购买保险，保障范围就是企

业经营场所的区域，如果以村委会名

义购买，保障的范围则是全村。”林

雯丹恍然大悟。

长安村在发展乡村经济上有这样

强烈的法治意识，也是多年发展产业

经济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他们深知法

治兴村、法治强村。

2018 年 ， 为 了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林岩云决定带领村民种植经济作

物树葡萄。那时候，一斤树葡萄可以

卖到一两百块钱，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因村民们没见过树葡萄，林岩云

就顶着压力试种。三年后，树葡萄成

功了，长安村成为福州周边首个村集

体大规模种植树葡萄的村。

树葡萄丰收了，难题也来了。游

客采摘时只采摘大个的果子，小果有

的烂在地上，有的被村民捡回去酿

酒。林岩云受到启发，可否将小果加

工成干红？很快，他带着村干部在漳

州找到了一家有资质的企业，准备签

订合作合同。

林雯丹称，以前村里没有过对外

合作，大家意识中就认为跟到商场买

东西一下要付全款。可沈荔融审过合

同后告诉他们，“违约责任及付款方

式需要修改，可以先付定金，待货品

验收合格后再付尾款，让合作方的履

约行为有所约束，这样合理、合规、

合法。”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保

障村集体经济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

证，受益于法律顾问提供的专业服

务，长安村集体经济走得平稳、顺

利。2023年，长安村集体收入 142.5万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近 4.9万元。村里

建起了养老院，73岁以上老人免费吃

一日两餐，每周免费为 60岁以上老人

理发。林雯丹说，今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预计有 300 万元，经济实力强了，

他们会为村民做更多实事、好事。

法治保障乡村治理 护航乡村振兴
——福建省法治乡村建设扫描

文图/本报记者 徐艳红

Z 2024年法治乡村基层行

本报讯 （记者 高志民） 为维护党

政机关和军队形象，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2024年 3月起，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 1 年的“特供

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清理，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

条，严打重处不法分子。为进一步推动专

项行动，深化问题治理，近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印发的 《关于严禁制售“特供

酒”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 明确

指出，“特供酒”的范围为虚假标注或宣

传与党政机关和军队有密切关联的特定名

称、符号、标志性建筑物、官方活动等信

息的酒品，“特供酒”为假冒伪劣酒品。

《公告》 强调，从生产、销售、餐

饮、广告、宣传、印刷等 6 个方面严禁

各类生产经营主体从事“特供酒”制售

违法行为。具体包括：严禁违法生产、

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

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严

禁 餐 饮 单 位 违 法 经 营 含 有 “ 特 供 ”“ 专

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

内容的酒类商品。严禁违法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含有“特供”“专供”“内供”

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内容的酒类商品广

告。严禁借“特供”“专供”“内供”党政

机关和军队等名义违法推销酒类商品，进

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严禁印刷

企业违法印刷含有“特供”“专供”“内

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内容的商标标

识、包装、装潢、酒瓶标签贴纸。

《公告》 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

检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

的，移送公安机关。倡导消费者理性消

费，社会各界积极监督，推动全社会共同

抵制“特供酒”。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严禁制售“特供酒”

Z 法治观察

当前，上网冲浪包括观看网络短视

频已经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娱乐和知

识的一种主要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2023年底发布《第 5次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

告》，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接近 2 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未

成年网民上网经常从事各类活动的前 5

类是网上学习、玩游戏、听音乐、看短视

频、聊天。经常看短视频的未成年网民比

例 从 2018 年 的 40.5% 增 长 至 2022 年

54.1%。

鉴于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广度和

深度，加强制度保护是很必要的。对于未

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的网络平台服务提

供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

求大型平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者未

成年人专区等，便利未成年人获取有益

身心健康的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实践

来看，无论是出于遵守法律规定还是履

行社会责任的考虑，各大网络内容平台

均设置了青少年模式，引导未成年人进

入内容专区。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出发，此类专区的内容以泛知识、重教

育为主，轻娱乐为辅，覆盖科普知识、

人文历史、绘本儿歌、安全教育、兴趣才

艺等数十个细分品类，兼顾知识体系化

和适龄匹配要求，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

年定向获取感兴趣内容以及深度学习的

需求，如将《十万个为什么》等未成年人

喜闻乐见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视频方式

呈现，并与科研、教育、出版机构、公益组

织等开展深度合作，举办形式多样的活

动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短

视频使用与学习研究报告》（下称《报

告》）显示，近 8 成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

学习轻知识，其中新闻热点、历史地理、

科学科普、音乐绘画、传统文化类短视频

最受青睐，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呈现“从

玩到学”的新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

地区，由于知识获取的传统途径相对较

少，平台内容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青少年模式及其中优质

内容的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报

告》显示，有4成未成年人设置了青少年模

式，这意味着还有相当比例的未成年人置

身青少年模式之外。调查还发现，相较而

言，学习负担重、亲子关系差的未成年人

使用短视频的时长、频次均明显高于学习

负担轻、亲子关系好的未成年人，前者设

置青少年模式比例更低、认为用处不大的

比例更高。这一现象可能有平台设置上的

原因，但更需要从未成年人和家庭两个方

面去查找原因。

首先，需要正视未成年人合理的娱

乐需求。经过一天的紧张学习之后，未成

年人通常会倾向于观看娱乐性的内容去放

松。根据《报告》，在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

原因中，“有趣好玩”位列第三，与排在第二

位的“丰富知识”难分伯仲。超6成受访未成年

人称喜欢幽默搞笑类的短视频，超5成喜欢知

识教育类。由此可见，未成年人上网的娱乐需

求应得到合理满足。如果制度层面要求平台

将内容专区打造成单纯的“在线课堂”，导致

未成年人将专区内容理解为“学习进阶材

料”，需要付出高强度脑力劳动，他们会望而

却步，继而选择其他更为轻松的课余活动。

然而，出现上述情况也与过分依赖平

台的技术甄别，对家庭在提高未成年人网

络素养、养成良好用网习惯的关键作用上

强调不足有关。家庭是未成年人健康用网

的第一责任人，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

明确规定。无论是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

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

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

网络信息，还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

络的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都责无旁贷。然而，随着公众

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平台，不断要求平

台建立和升级技术保障机制，乃至通过人

工智能“揪出”假冒成年人的孩子，家庭的

责任却被日渐忽视。在一些人看来，不是平

台辅助家长，而是家长放手给平台充当孩

子的“网络监护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

来自家长的陪伴和监督是最有效率

的。亲子之间的感情纽带和相互了解使得

家长培养孩子行为方式的效果远非平台可

比。通俗地讲，平台可以提供的是钥匙和锁，

但如何使用则在于父母。对于能够认识到自

身角色并身体力行的父母，青少年模式属锦

上添花；对于疏于看护的父母，再好的青少年

模式也可能形同虚设。再高明的身份验证系

统，都难以防范父母放任子女使用自己的账

号或手机。没有家长的说服与陪护，平台设置

的身份验证、使用时间限制、无法退出等机制

在孩子眼中就可能变成一种惩戒，会让他们

产生抵触情绪。

让青少年模式真正造福未成年人，需

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制度上应允许平台建

设一个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健康、趣味性与

知识性兼备的专区，避免将未成年人视为

完全缺乏辨别力、没有自主性的提线木偶，

忽略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发现。家长尤其

应提高自身网络素养，以身作则，承担起引

导监督孩子触网上网的主要职责，培养孩

子对青少年模式的兴趣。社会各界亦须合

力加大对青少年模式的宣传推广，推动越

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涌入属于自己的内容

空间。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

院教授）

网络平台青少年模式如何更好落地
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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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以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街道政协联络组在城区小

学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学生自觉抵制各类“垃圾

食品”和假冒伪劣食品，增强食品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食品安全消费环境。图为 9

月 23 日，工作人员在北湖小学向学生们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廖海金 摄

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