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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之必行、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作为基层治理的“压舱石”与“金钥

匙”，法治建设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寿光市深入贯彻落

实法治乡村建设决策部署，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持续深耕乡村法

治土壤，将法治资源、法治要素不断向基层下沉；让法治宣传、法律服务

持续向基层延伸，全面夯实法治乡村建设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法治

水平。

  去年8月，寿光市镇村“无讼超市”入选山东省政法改革十大典型案

例；去年10月，“一核三圈”法治乡村建设经验被司法部刊文推广，入选

司法部案例库；今年5月，法律服务蔬菜产业“双链融合”模式被山东省

委依法治省办刊文推广；今年11月，全国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现场

会在寿光市召开……这都标志着寿光市法治乡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

效。目前，寿光市已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6个、省级11个、地市

级59个。一幅法治氛围浓厚、乡风文明和谐、蔬菜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

画卷正在寿光徐徐展开。

  12月26日上午9时，走进寿光市上口
镇程北上口村，无处不在的法治元素呈
现出法治乡村建设的勃勃生机。当天，
寿光市组织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司法
鉴定等法治力量下沉基层，为程北上口
村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法律
服务。
  “不论是日常生活发生的琐事还是
土地经营遭遇的难事，在这本民法典上
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其间，寿光市
司法局驻村第一书记张洪国不厌其烦地
向村民普及着“法”对于人生的意义。在这
片法治乡村建设的热土上，又掀起了一阵
知法守法、学法用法的热潮。而这，仅是寿
光市将“法治”向下“生根”的一个缩影。除
了第一书记，在寿光968个行政村，还有50
名法治副书记、2121名法治带头人、3265
名“法律明白人”，以及1938户学法用法示

范户。这些，都是寿光市将法治“种子”
根植在乡村土壤的源头活水。
  “近年来，寿光市将‘普法工作向基
层延伸’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将法治资
源、法治要素下沉到基层治理的最末
端。”寿光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以群众法治需求为导向，寿光市依托
全市现有1100个大网格、3919个小网格，将
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村（社区）法
治副书记、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纳
入“法治网格员”队伍，通过“大棚说法”
“拉呱普法”等方式开展普法工作，对群众
反映的法律诉求予以现场解答或后续提
供法律服务。为降低农村事务法律风险，
寿光市推动村居法律顾问、法治副书记全
面介入农村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处置等事
务纠纷，确保程序严谨、过程透明、结果公
正。寿光市通过将普法宣传、法治审查、

纠 纷 调 解
等 资 源 下 沉
乡村网格，逐步
构建起“网格化、组
团式、订单化”法治服
务 模 式 ，真 正 让“法
治”成为群众的生活方
式和行为习惯。

  在法治乡村建设的奋进路上，一位位
担负着基层普法重任的“司法人”，用法治
的阳光，照耀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如何
将法治资源下沉“最后一米”？寿光市创新
打造的镇村“无讼超市”，成为了群众寻求
法律服务的“补给站”与非诉讼纠纷一站
处结的“终点站”。“何为‘无讼超市’，就是
将所有非诉讼纠纷调解在前端、化解在基
层。”该负责人介绍，为将基层治理纳入“法
治轨道”，寿光市将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
法治资源集中入驻“无讼超市”，合力化解
各类基层矛盾纠纷。
  2012年5月，寿光市某村村民张某开

始承包邻村韩某的土地用于修建蔬菜大
棚。2022年6月合同到期，韩某听闻该处土
地将被征用推脱续签，结合去年征用情况

（地上有附着物则补偿价钱高于普通耕
地），想“借”张某蔬菜大棚获取更多补偿。
张某向“无讼超市”提交调解申请，经公益
律师梳理二人合同，发现其中关于对大棚
处理存在“若不续签，张某可将大棚拆除”
的条文，以此协商调解后，张某如愿续签
合同。
  为提升矛盾纠纷调处效率，寿光市还
创新研发了非诉讼纠纷集约化解网上办
公系统，为“无讼超市”提供信息化支持。

工作人员受理纠纷案件或群众诉求后，能
第一时间分流转办到相关业务窗口，并能
通过系统实时掌握案件进度，预防办理周
期超时情况发生。走进“无讼超市”，有法
律需求的群众就像进了超市一样按需所
取，尤其是“无讼超市”内实现智能引导的
自助服务一体机，无疑是“无讼超市”智能
化服务的一大亮点。据了解，该机器可进
行常见法律问题在线咨询以及提供法律
意见书的撰写模板，是一台能够保护群众
隐私的无声“法律顾问”。今年以来，寿光
市镇村“无讼超市”化解矛盾纠纷2798件，
成功率99.3%。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有1600
余家蔬菜产业合作社。然而，从播种育苗
到采摘销售，一粒种子的生长可谓是“久
经考验”。去年以来，寿光市聚焦蔬菜产业
全链条风险隐患，提供全链条法律服务，
通过“双链融合”，让“菜篮子”平平稳稳、
满满当当。
  寿光市文家街道被誉为“中国韭菜
第一乡”，其历史可追溯至1500多年前的

北魏时期。文家街道蔡家营西村有127户
村民，家家户户都是韭菜种植的行家里
手。2017年，乘着寿光市大棚“两改”工作
深入推进的“东风”，数个蔬菜专业合作
社相继成立。然而，这些种植能手在产业
经营上可谓“举步维艰”。“土地承包费是
否按时缴纳？”“承包期限到期后土地能
否复原？”……村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一
知半解，对土地流转的各项问题都打了

一个“问号”。该村法律顾问了解情况后，
不仅为土地流转拟定合同，还到对土地
流转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家中一一解答，
回应了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关于村民权益
保护的诉求。
　　去年以来，寿光市在各乡镇（街道）司
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
“蔬菜产业法律服务站”，安排法律服务人
员常驻、轮驻、随驻，及时受理群众在生产

经营中引发的法律诉求，让法治的“种子”
在蔬菜大棚里生根发芽。不止于此，寿光
市还相继组建了政策法规服务团、土地流
转服务团、大棚建设服务团、种苗研发服
务团、产品交易服务团等7支专项法律服
务团队，精准服务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
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为寿光市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链条的法
治保障。

  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张张洪洪国国（（左左三三））为为寿寿光光市市上上口口镇镇程程北北上上口口村村村村民民提提供供法法律律咨咨询询。。

     寿寿光光市市洛洛城城街街道道镇镇村村““无无讼讼超超市市””。。

    寿寿光光市市洛洛城城街街
道道洛洛城城西西村村村村民民在在
法法治治书书屋屋学学习习法法律律
知知识识。。

   寿寿光光市市文文家家街街道道桑桑家家庄庄村村法法律律顾顾问问毛毛相相顺顺（（右右一一））为为村村民民解解答答法法律律问问题题。。 寿寿光光市市稻稻田田镇镇梁梁武武赵赵村村““法法律律明明白白人人””为为村村民民做做普普法法宣宣传传。。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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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网格格化化””法法治治服服务务模模式式，，将将法法治治““种种子子””根根植植乡乡村村土土壤壤

镇镇村村““无无讼讼超超市市””化化解解矛矛盾盾纠纠纷纷22779988件件，，成成功功率率9999..33%%

““双双链链融融合合””为为蔬蔬菜菜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提提供供全全链链条条的的法法治治保保障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