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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案行走护安澜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在土默川广袤的大地上，一场法治惠民的创
新实践正悄然浸润着百姓生活。包头市土默
特右旗司法局秉持“司法为民”理念，以“线
上+线下”融合服务为抓手，打造“30分钟公
共法律服务圈”，将专业法律服务嵌入乡村治
理脉络，让均衡、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走进千家万户，让农牧民与企业经营者足不
出乡便能享受到高效的法律服务。

走进土默特右旗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法润敕勒”主题文化墙映入眼帘，智能服务
终端、多功能咨询台与数字化展示屏有序分
布，这里既是全旗法律服务的“智慧中枢”，也
是百姓寻求法治援助的“暖心驿站”。在法律
援助窗口前，村民王建国正在咨询土地承包
纠纷问题，“以前得跑几十里路去旗里，现在
走几步到村服务站就能问清楚，太省心了！”

土默特右旗构建“1+9+214”三级实体服

务平台网络：即 1 个旗级中心、9 个乡镇（苏
木）服务站、214个村（社区）服务点。三级实
体服务平台网络如根系般深入基层，形成覆
盖全旗的综合性法律服务网。群众无论是咨
询法律问题、申请调解纠纷，还是办理公证业
务、寻求法律援助，都可就近获得精准帮
助。 为打通城乡服务堡垒，土默特右旗司法
局同步畅通线上线下双渠道：实体平台提供

“一站式”咨询、调解、公证服务；“法治地图”
小程序智能匹配资源，“12348”热线 24 小时
在线响应。

统计显示，2024 年以来，三级实体平台
已累计服务群众1.2万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500件，调解纠纷1500余起，切实做到了

“小事不出村、矛盾就地解”。如今，无论田间
耕作的农户，还是镇区的商户，步行 30 分钟
内必能找到法律服务站点。

“多亏了‘法治地图’，半小时就找到了

公共法律服务站，通过法律援助律师帮我讨
回了工钱。”农民工张某某提起自己的维权经
历激动不已。他在工地受伤后，通过“法治地
图”一键导航至最近的乡镇服务站，值班律师
协助整理证据并申请仲裁，最终成功获得赔
偿。 这一便民举措是土默特右旗落实《内蒙
古自治区“十四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的生动实践。土默特右旗司法局整合全
旗1个中心、9个服务站、5家律师事务所的定
位信息，在“土默特右旗普法”微信公众号上
线自治区首部旗县级“法治地图”，并实现三
大功能：“智能推荐”最近服务站点、“一键导
航”最优路径、“线上直联”律师与调解员。

针对老年群体，各村服务站配备了“法
治导览员”，提供手把手指导。“这不仅是一张
地图，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土默特右旗司
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田丰表示。

翻开土默特右旗法律服务成绩单，2024

年成效斐然：三级平台接待群众1.5万人次，
提供法律咨询6200次，调解纠纷1800件，为
400多名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399件。此外，创新“实体平台+微信
群”模式，在全旗201个村（社区）建立法律服
务群，覆盖群众8万余人，线上解答咨询1300
余次。

“我们的目标是把法律服务送到田间、
炕头，让群众不花一分钱就能维权解纷。”田
丰道出了法治惠民工程的初心。 如今，土默
特右旗的法治服务如春风化雨，润泽着每一
寸土地，守护着每一位百姓的合法权益，书写
出乡村振兴的法治新篇章。

（王君平）

法治惠民暖心田 服务脚步遍乡村

在毁林毁草专项行动中，海拉尔铁路运

输法院聚焦瓶颈，动真碰硬，以久久为功的

韧劲，打响违规违法集中整治攻坚战，高高

擎起生态环境保护大旗。在推进资源保护进

程中，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多方联动，精准破

题，以善作善成的干劲，掀起环资领域审判工

作新热潮，全力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自2024年1月1日起，海拉尔铁路运输

法院集中管辖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部分环境

资源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

件。辖区地域广、战线长、任务重，给审判工

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人少案多的现实困境，特别是毁林

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积极探索审判模式创

新，以走出去、沉下去的核心理念，带案行

走，送法下乡，走出了巡回审判的生动实践

之路，唱响了生态安澜的司法守护之歌。
庭审现场 李金梅 摄

“我会告诉村民们，要自觉遵守法
律，保护林草资源，守护好我们身边的一
草一木。”走出庭审现场，来自呼伦贝尔市
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刘艳华有感而发，这场
公开庭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任何毁林毁
草、毁坏自然资源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是一次特殊的庭审。时间：2025
年 1 月 16 日；地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案由：非法占用农用地。之所以称
之为特殊，缘于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首次
使用巡回办案模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年5月中旬，穆某某未经相关部
门批准，非法开垦天然牧草地，并耕种农
作物。经主管部门认定，涉案地块面积为
244.11 亩。穆某某的开垦种植行为对原
有植被造成了严重破坏，改变了草地用
途，植被恢复费用高达36万余元。

“这是一起公益诉讼，在当地影响非
常大。我们不想就案办案，而是希望透过
案件背后的成因达到教育、宣传、震慑的
目的。”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孙军说，法院决定创新审判模式，进行
巡回办案。

为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贯彻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达到法律震
慑和普法宣传效果，今年春节前夕，孙军
亲自担任审判长，带领干警远赴莫旗展开
巡回审判。

冬日的莫旗，银装素裹，寒意正浓。
1月16日，穆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随着
法槌的敲响拉开序幕。3名审判员和4名
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了此案，穆某某所在乡镇、村屯相关人
员及村民代表旁听了庭审。

坐在被告席上，面对法庭的讯问，穆
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当庭承诺，
会想法设法恢复植被，如果相关部门验收
不合格，则按照鉴定评估确定的植被恢复
费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

天然牧草地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
源，其开发和利用需要符合国家土地管
理规划和相关法律法规，私自开垦天然
牧草地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还会影响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今天的庭审我
们受益匪浅。”庭审结束后，旁听群众实
实在在收获了一堂生态法治课，并说出
了心里话。

“庭审效果非常好！”孙军说，用发生
在村民身边的案例，通过实地审判，发挥
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作用，让到场
旁听的群众意识到非法开垦天然牧草地
的危害性，不要触碰法律红线，应依法使
用土地。

始于办案，但不止于办案。案件的
巡回审理划破了莫力达瓦这座北疆自治
旗的宁静，在春节的浓厚氛围中，人们感
受着法律的威严与公正，体验着法律的力
度与温度。

带案行走只为草丰林长

4天辗转三地、行程1500公里、审理8起案
件，这是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的速度与激情。
千里奔波，只为青山能长青、绿水能长绿。千
里奔波，诠释着巡回审判延伸触角的终极目
标，彰显着巡回审判服务基层的意义所在。

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涉林涉草类刑事案件激增，而涉案当
事人却分散在林区牧场，跨度大、区域广，坐等
当事人上门开庭，显然不合时宜。“案子等不
起，生态更等不起。”法官晨光与团队成员商量
后，巡回审判再次提上日程。

根据案件需要，审判团队挑选了 8 起案
件，开始了巡回审判之旅。

5月13日，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一
早，晨光便带队走上了巡回审判的路途。他们
心随车动，踏着晨曦，迎着朝阳，与车轮一起奔
跑在公路上。

虽然已过立夏，但呼伦贝尔的气温持续低
迷，春天的脚步一直没有走远。巡回法庭穿旷
野、走平川，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此行的第一
站：牙克石市免渡河镇。

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被告人久病在床，
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提起公诉。鉴于案件
的特殊性，合议庭当即决定将法庭设在被告人
的家中。

由于被告人听力受限，案件审理得异常艰
难。即便这样，仍如期完成了庭审。巡回法庭
稍加休整，便再次启程赶往下一站：扎兰屯市。

这里共有4起案件，其中，3起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案、1起盗伐林木罪案。在地方法院的

全力支持与配合下，合议庭集中开庭、高效审
理，经过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对4起案
件的5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

此时，时间已定格在5月14日。下午，巡
回法庭再次出发，赶往了第三站：兴安盟突泉
县。

5月15日，又是一个满满的工作日，巡回
法庭在突泉县完成了3起案件的审理。随着案
件全部审结，晨光一行带着满身疲惫踏上了归
途。

据介绍，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只是为了
增加收入才选择铤而走险。“毁林毁草行为必
须打击，但是，我们既要保护生态红线，又要考
虑被告人的实际情况。”法官德钦说，打击不是
目的，遏制毁林毁草行为，恢复生态底色，才是
办案初衷。

“巡回审判+集中审理”的工作模式，既缩
短了办案周期，又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了快、
严、细的有机统一。除了巡回办案，合议庭每
到一处还会以案释法，让旁听群众知道犯罪的
成本和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一次庄严的巡
回审判，而且是一次温暖的普法之旅。行程4
天，往返1500多公里，当8起案件宣告尘埃落
定，温情溢满了巡回审判之路。

不是坐堂审案，而是送法下乡；不是就案
办案，而是宣传教育。巡回法庭承载着生态保
护和民生发展的双重使命，行走在山水与风雨
中，守护生态安澜，书写和谐画卷，扛起了新时
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责任担当。

（梁瑞虹）

千里奔波只为青山长青

看法治走进包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