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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律条文在田间地头“活”起来

新店子派出所辖区农村、牧区
交错，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留守人员
较多。在日常警情处置中，施工占地
补 偿 、土 地 边 界 争 议 、坟 地 纠 纷 等

“ 老 三 样 ”问 题 尤 为 突 出 。 仅 2024
年，新店子派出所就处理了 90 多起
阻拦施工的案件。这些数字的背后，
反映出农牧民面对问题时“心里没
底”“手里没谱”的无奈和烦恼。

2024 年 4 月 ，和 林 格 尔 县 黑 老
夭乡某工地因占地补偿与村民未达
成一致，10 名村民堵路阻工长达 3
天。村民们认为地是自己的，不让
施工方施工是天经地义，而施工方
则 觉 得 双 方 合 同 里 写 明 了 补 偿 金
额，村民们不应无理取闹。双方虽
情绪激动，却没有人能准确理解土
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更不知道阻

工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这起纠纷持
续了 7 天，最终在多方协作下得以
化解，它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
了 基 层 普 法 存 在 的“ 供 给 不 足 ”和

“认知鸿沟”。对于群众来说，他们
缺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能指引行为
的法律条文；基层组织缺的不只是
调解员，而是能从源头上预防纠纷
的法治意识。

基层普法：从“老大难”到“新转变”

过 去 ，派 出 所 采 用 发 传 单 、刷
标语等方式进行普法，效果不尽人
意。针对这一问题，新店子派出所
创新推出“用乡音讲案例 用案例讲
法 律 ”工 作 模 式 ，围 绕 辖 区 特 点 开
展“以案说法”。

今年上半年，该派出所受理了
多起毁林开荒案件，很多当事人并
非故意违法，而是由于法治意识淡
薄，无意间踩了红线。

2024 年 5 月 ，某 村 的 郭 大 哥 觉
得 自 家 地 头 0.3 亩 的 灌 木 林“ 荒 着
可 惜 ”，便 开 着 拖 拉 机 将 其 推 平 种
上了玉米。被查处时，他理直气壮

地 跟 民 警 说 ：“ 自 家 地 推 点 荒 草 杂
树，犯哪门子法？”当民警翻开森林
法 向 他 解 释 ：未 经 审 批 开 垦 林 地 ，
按 规 定 每 平 方 米 要 罚 款 10 至 30
元 ，0.3 亩 约 200 平 方 米 ，罚 款 至 少
两三千元，而且还得补种树苗。听
到 民 警 解 释 后 ，郭 大 哥 懊 悔 不 已 ，
拍 着 大 腿 说 ：“ 这 可 比 种 粮 食 贵 多
了，以后再也不干这糊涂事了。”这
句 话 后 来 也 成 了 民 警 入 村 宣 传 的

“金句”。
为了强化普法效果，该派出所

打 出 了 一 套 普 法“ 组 合 拳 ”。 一 是
发“明白卡”，把森林法、草原法的

核心条款印成“成本清单”，如“砍
1 棵树=赔 500 元+补种 3 棵”，贴到
家 家 户 户 的 墙 上 。 二 是 开“ 现 场
会”，每次查获毁林毁草案，就把村
干 部 、施 工 队 、村 民 代 表 召 集 到 现
场进行教学。三是建“监督群”，在
新 店 子 镇 23 个 行 政 村 建 立 林 草 保
护 群 ，鼓 励 村 民 拍 照 举 报 。 2024
年，该派出所依靠群众提供的线索
破获了 2 起毁草案。如今，毁林毁
草案件明显减少，举报破坏生态环
境 行 为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绿 水 青 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口号变成了乡
亲们保护生态的行动自觉。

以案说法：让法律条文“活”起来

护苗行动：
为未成年人

撑起法治“保护伞”

农 牧 区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工 作 面
临 的 核 心 挑 战 往 往 在 于“ 隐 形 伤
害 ”（如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不公
平对待）、“事实无人监护”问题以
及 校 园 欺 凌 被“ 和 稀 泥 ”等 情 况 。
在某次夜查行动中，新店子派出所
民警发现有 2 名初中生深夜在台球
厅游荡，调查后发现其父母在外务
工 ，家 中 老 人 监 护 力 不 从 心 。 随
即，民警当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
育 ，并联系了在外务工的家长 ，向
家 长 普 及 了 关 于 监 护 人 职 责 的 法
律法规，详细宣讲了监护职责缺失
的法律后果，责令家长加强日常管
教。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该
派 出 所 创 新 推 出 了“ 护 苗 三 步
法 ”。一是临界干预 ，一旦发现有
孩子出现逃学、夜不归宿等苗头 ，
立即联合学校、家长签订《监护教
育承诺书》，共同监督未成年人学
习 、生 活 情 况 。 2024 年 ，该 派 出 所
共签订了 3 份承诺书，成功干预并
劝回了 3 名离家出走或有不良行为
倾向的未成年人 ；二是法治浸润 ，
民警兼任学校法治副校长，用孩子
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法律故事，让
法律成为保护他们的有力武器；三
是强制报告，推广“一键报警”APP，
学 校 老 师 和 乡 村 医 生 一 旦 发 现 孩
子有被欺负或遇险的线索，可直接
上报派出所，以便民警早发现早干
预。通过该工作法，学校老师和乡
村 医 生 对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问 题 更 加
重视，家长的监护意识也进一步提
升，孩子们也知道了遇到危险第一
时间找警察。

经 过 全 体 民 警 的 不 懈 努 力 ，
该 派 出 所 辖 区 普 法 工 作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 从 纠 纷 数 量 来 看 ，2024 年 ，
纠纷警情占比 60%，2025 年上半年
降至 47%，因不懂法引发的纠纷比
例 从 41% 降 到 了 18% ，施 工 阻 工 类
警情同比下降了 55%。2024 年，群
众 主 动 上 交 猎 捕 工 具 7 件 ，“ 法 律
明 白 人 ”队 伍 从 15 人 壮 大 到 56
人 ，平 均 每 村 至 少 有 2 名“ 法 律 明
白 人 ”，他 们 成 为 活 跃 在 乡 间 的

“ 移 动 普 法 站 ”。 在 社 会 治 理 方
面 ，该 派 出 所 依 托“ 三 维 排 查 ”和

“ 四 联 调 处 ”机 制 ，纠 纷 化 解 成 功
率超过 95%，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今后，新店子派出所将继续用
脚步丈量普法路、用乡音土语讲透
大 道 理 、用 家 长 里 短 说 清“ 硬 法
律”，借助“智慧派出所”系统，利用
大数据预判农忙争水、春耕争地等
风险点 ，让普法排查更加精准 ，让

“遇事找法”融入村规民约，让法治
阳光照进群众心里。 （戴思惟）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阳光下的守护”法治公安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普法宣传工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公安

厅、司法厅、农牧厅及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办了《“八五”普法在乡村》融媒体直播节目。该节目邀请来自乡村牧区一线的派出所所长，用最质朴的语

言、最鲜活的案例、最深刻的感悟，讲述发生在田间地头的普法故事，分享法治公安建设中的力量与温情。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公安局新店子派出所所长王宏宇，从警已有9年，先后在盛乐、城关、新店子3个派出所工作，亲身经历了农牧区群众法治观

念的可喜变化。在他的讲述中，曾经，乡亲们遇事习惯“找村长”“评老理”；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查法条”“讲证据”。“八五”普法像一场润物无声的

春雨，让法治的种子在广袤的北疆大地生根发芽。

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