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
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覆盖城
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基
层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司法部提
出的“1+N”模式，旨在通过专业法律
力量与本土法治资源的有机结合，破
解基层法治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2024 年以来，包头市司法局按照
“1+N”行 动 安 排 部 署 ，深 入 推 动 村
（居）法律顾问和“法律明白人”的深
度融合，按照市级统筹，各地区具体
抓落实的原则，统一由各旗县区政府
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统筹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等力量，
按“一村一顾问”标准配备法律顾问，
实现了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社
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同时，为充分
发挥嘎查村（社区）两委干部扎根基
层、熟悉民情的优势，包头市司法局
积 极 吸 纳 和 培 养 其 进 入“ 法 律 明 白
人”队伍，以便带动更多群众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奠
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市共有 4179

名“法律明白人”，其中两委干部 4106
人 ，占 比 达 98% 。 此 外 ，包 头 市 司 法
局还吸纳各领域各行业人员组建了
6000 余人的普法志愿者队伍，协助开
展各类普法宣传工作，形成了“专业
力量+本土力量+社会力量 ”的多元
共治格局。

据包头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
科科长郄凤平介绍，长期以来，农村牧
区法律服务资源短缺、群众法治意识
薄弱等问题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法
律顾问虽然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但
因服务覆盖面广，导致服务频次低，难
以满足群众日常法律需求；法律明白
人虽然扎根基层、熟悉民情，但法律素
养参差不齐，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不
足。将二者优势互补，形成“专业指
导+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协同机制，法
律顾问与法律明白人共同参与矛盾纠
纷调解、法治宣传教育、村规民约修订
等工作，既能确保基层事务依法开展，
又能传承乡土社会的传统治理智慧，
实现了“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优势互补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2024 年 8 月 30 日，包头市司法局与
石拐区司法局联合组织开展“法律明白
人”培训班，培训主要采取“案例学习+
成果分享”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内蒙古
孚本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文用贴近生活
实际的案例，详细讲解了农村群众日常
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土右旗双龙
镇优秀“法律明白人”陈浩和石拐区吉
忽伦图苏木绍卜亥嘎查优秀“法律明白
人”张忠，与大家分享了“法律明白人”
开展法律宣传、参与人民调解、推动农
村法治文化建设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
的成果与经验，进一步提升了“法律明
白人”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2024 年，包头市司法局通过建立
“线上+线下”联合培训体系，组织开展了
“法律明白人”线上培训51场次，线下培
训33场次。培训内容涵盖民法典、土地
管理法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通过案例研讨、模拟调解等方式提
升法律明白人实务能力。开展“1+N”模
式普法宣传3000 余次，为基层群众解答
法律咨询 2 万余人次，同时，通过《跟海
蛋纸学法》《红领∙法都嘟》等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网红说法栏目，向群众现身
说法，解答法律难题；其间，包头市司法
局还为527个嘎查村、299个社区配发了
2000 余本《“法律明白人”普法读本》，真
正让“法律明白人”的法律知识充实起
来，有效发挥好基层纠纷“调解器”的作
用。

为激发工作积极性，包头市司法局
将法律顾问服务成效与法律明白人作用
发挥纳入基层法治建设考核指标，对表
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奖励。固
阳县司法局将参与纠纷调解的“法律明
白人”纳入人民调解员补贴范围，以调解
员补贴标准发放补贴。昆都仑区司法局
推出“法律明白人”积分奖补制度，充分
调动“法律明白人”参与基层依法治理工
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力宣传“法律明白
人”好的经验和做法，昆都仑区黄河社区
唐小华在自治区“法律明白人”示范培训
班上作了典型经验交流发言。此外，包
头市司法局还联合《内蒙古法制报》对各
旗县区推选的7名优秀“法律明白人”进
行了宣传报道，切实让大家感受到“法律
明白人”职责使命的重要和光荣。

充电赋能 提升法治服务水平 “感谢调解小组！你们的辛勤付出帮
我搬走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2024
年 10 月 8 日，焦某握着土右旗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主任田丰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

2023 年 6 月 20 日，包头市土右旗海子
乡辖区村民焦某来到土右旗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寻求帮助。一年前，他以担保人身
份帮同村好友董某向信用社贷款 10 万
元。前几日，董某因突发心梗离世。董某
的不幸，让焦某陷入困窘，事发后不久，信
用社将担保人焦某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
死者生身的贷款。无奈，焦某东挪西借先
偿还了七万多元。根据法律规定，焦某为
死者偿还了债务，同时也有权追偿死者遗
产的权利，可继承人不接受担保追偿。事
发后，他请求司法调解。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主任田丰协同海子司法所、律师、人民
调解员、村内“法律明白人”组成调解小
组，进行协调，可当事人因失去亲人一时
无法从悲痛中走出，调解过程一波三折。
为了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调解小组多次
深入当事人家中，从情理法三个方面说服
继承人。10 月 8 日，经过多次耐心调解，
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以死者遗产偿还债
务的调解协议，让焦某忧心忡忡的担保追
偿纠纷就此成功化解。

记者了解到，2024 年，包头市基层调
解组织受理矛盾纠纷 4.2 万余件，调解成功
率达 98%，其中法律顾问与法律明白人联
合调处疑难复杂纠纷 138 件，矛盾纠纷化
解率显著提升。

法律明白人依托“熟人社会”优势，通
过“拉家常”“讲故事”等方式开展普法，全
市农村牧区法治宣传覆盖率大幅提升，群
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东河区安居社区“法律明白人”崔强自编自
演的《百变书记之“反诈书记”》，通过轻松
幽默的表现形式，将法律知识融入日常生
活场景，点击观看量达 12 万人次，获居民
广泛好评。

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村规民约修订、集
体经济合同审核等工作，协助修订（解释）
村规民约及其他管理规定 180 余件，协助
审查合同 500 余次，基层依法决策能力进
一步增强。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从“被
动响应”到“主动服务”，包头市“1+N”基层
法治融合模式的推行，不仅为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提供了实践样本，更彰显了法治为
民、法治惠民的初心。随着这一模式的深
化推广，法治的阳光必将照亮更多角落，为
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

协同共治 擦亮法治为民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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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暖民心 绘就鹿城新‘枫’景”系列报道——

包头市：“1+N”模式为基层治理注入持久动力
本报记者●王祯

法律明白人入户开展宣讲活动

法律顾问为群众答疑解惑

2024年，司法部、全国
普法办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部署，提出进一步深化“1名村（居）法
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行动（以下简

称：“1+N”行动）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包
头市司法局积极响应，立足基层法治建设实
际，以“融合、协同、服务、创新”为核心理念，推
动村（居）法律顾问与法律明白人深度协作，探
索出一条具有包头特色的基层依法治理新路
径。截至目前，全市826个嘎查村（社区）
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累计培养“法律

明白人”4179名，基层法治服务质
效显著提升，群众法治获得

感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