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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进工地受职工欢迎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把普法工作开进了学校、 工地、 医院和敬老院
■调解纠纷入情入理， 调解率和履行率均达100﹪
■用温情感化社区矫正对象， 经他教育无一再犯罪
■他就是丰台区花乡司法所所长———

王春禄

举办集体生日会为职工庆生
天坛公园票务部分会主席邢国勇

王春禄是丰台区花乡司法所
所长， 在他的带领下， 花乡司法
所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普法活动，
涉及各个层面的居民， 将法律融
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在社区矫
正过程中 ， 通过他的温情感化
法， 收获了矫正对象的信任和感
激， 无一人重新犯罪。

花乡司法所连续几年被评为
“优秀司法所”。 他本人先后获得
“北 京 市 五 五 普 法 先 进 个 人 ”
“2013年北京市社区矫正先进个
人” 等荣誉称号。

在昨天， 12·4全国法制宣传
日当天， 记者采访了王春禄， 了
解他的普法人生。

摄入基层
将普法深入一线工地

“我媳妇在老家县城打工时
受了伤， 那家公司不管了， 我该
怎么办？” 今年9月， 在南水北调
北京段工地上， 河南来的农民工
小王向来到工地普法的律师咨
询。

由于工伤涉及劳动关系认
定、 工伤等级认定等多项内容，
律师担心小王记不全， 拿出一张
白纸， 把要注意的问题， 和接下
来应该做的步骤都写了下来， 还
解释了两遍。 原本眉头紧皱的小
王， 露出了笑脸： “真没想到，
你们律师这么好接触， 还能这么
重视我们农民工， 太感谢了。”

这一幕的发生， 要缘于丰台
区花乡司法所 “法律进工地” 活
动。 为了把普法工作照顾到各个
层面的居民， 花乡司法所所长王
春禄坚持常年开展普法活动 。
“法律进学校 ” “法律进工地 ”
“法律进医院” “法律进敬老院”
都是他为花乡量身定制的特色活
动。

“今年下半年， 司法所和一
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合作协议，
专业的律师团队定期到辖区内的
敬老院陪老人聊聊天， 为他们提
供法律服务。” 王春禄说这是针
对有职工拒绝赡养老人的情形而
设置的， 帮助老人用法律的武器
捍卫自己的权益。

除了送法进基层， 为市民提
供法律咨询外。 经过前期的细致
调研， 今年10月， 在欣葆育德园
小区， 王春禄主持设立了法治文
化广场。

“这是为了顺应花乡旧村改

造、 农民回迁上楼的新形势， 确
立了 ‘两融入一突出’ 的设计理
念。” 王春禄向记者介绍说， 一
是 “融入历史”， 即在法律知识
中融入 “二十四孝”、 “古代名
人名言” 等历史元素， 既有文化
性、 知识性、 教育性， 又有一定
的艺术观瞻效果； 二是 “融入生
活”， 在不改变公园原有自然景
观和宜居环境的前提下， 体现贴
近群众、 贴近生活的原则， 内容
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使群众
乐见、 乐闻、 乐学、 乐用； 三是
“突出特色”， 就是要凸显广场的
“法治” 属性和地域特色， 力求
用特色鲜明、 内容丰富的法治文

化教育和感染群众。
法制广场由 “LED电子屏”、

“大理石宣传板”、 “16米宣传长
廊” 三大部分组成， 图文并茂，
既美观又生动 。 “我们想的这
些， 就是为了让居民来到法治文
化广场休闲健身的同时， 在不知
不觉中学习了法律知识。” 王春
禄笑着说。

以情感人
调解案件化姐弟纠纷

“现在的调解不像以前 ， 大
多是邻里之间的纠纷。 如今， 花
乡地区的调解案件大多是由于经

济纠纷产生， 还有涉及赡养老人
等问题。” 回忆近些年司法所的
调解工作， 王春禄向记者说道。

近几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 花乡地区很多村域涉
及到旧村改造问题。 在巨大的利
益面前， 与经济有关的纠纷也迅
速增长。

这天， 王春禄的办公室来了
一对姐弟。 说是姐弟， 可这二人
是又拉又拽 ， 又打又骂的进的
屋 。 王春禄试图让双方平静下
来， 了解事情原委。

原来， 这位姐姐之前打算在
父母的宅基地盖一间房子， 房子
的大框架搭起来了， 可还没等完
工， 姐姐就出嫁了。 当时姐弟情
深， 姐姐说把房子留给弟弟了。
弟弟在姐姐盖的框架基础上， 把
房子盖了起来， 住了进去。 双方
没有签订任何协议， 弟弟在房子
盖好之后， 将房屋审批单的名字
改为自己。

去年， 该村拆迁， 姐姐找了
回来， 要求一部分补偿。 而弟弟
则表示那是多年前的事情， 如今
拆迁跟姐姐没有关系。 为此， 双
方多次争吵， 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 双方这才找到了乡里的司法
所。

一件案子 ， 需要他多次调
解， 不仅要了解事件经过， 还要
了解双方的感情因素。 最终， 姐
弟俩和好如初， 双方拉着手、 眼
眶泛着红、 不住地说着感谢， 走
出办公室。

像这样的调解， 王春禄做过
很多。 他说， 最重要的是要 “以
情感人”。 “调解很大程度是掺
杂着各种感情的， 不像法院是按
照法条法理判。 双方各让一步，
往往问题就能很顺利地解决了。”

今年上半年， 花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共计调解纠纷347件， 调
解率100﹪， 履行率100﹪。 排查
纠纷件、 预防纠纷件、 防止民间
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12人， 防止
群体性上访件 、 群体性事件20

件。

温情感化
矫正对象无一再犯罪

“王所长， 太感谢您了 ， 要
是没有您， 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
地。”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
了， 但每次或见面或打电话， 社
区矫正对象陈明 （化名） 总会先
跟王春禄说上这么一番话。

能够让陈明这样铭记在心 ，
是因为他曾被判服刑10余年， 服
刑过程中北京的妻子和他离婚
了。 来自河北的倒插门女婿陈明
出狱后回到花乡 ， 却上不了户
口。 为了他的事， 王春禄多次跑
到公安机关协商， 讲明陈明的具
体情况， 最终为他上了户口。 但
没有房子， 无法对他进行安置。
正好村里拆迁工作启动， 王春禄
又多次跑到他所在的村， 做村领
导的工作， 最终给了他一个回迁
房指标。

让王春禄记挂在心的不只陈
明一个人。 花乡地区的社区矫正
人员有刑满释放的、 假释的、 保
外就医的， 还有缓刑的……要根
据不同情况监管3至5年。 在此期
间， 每周一次电话， 每个月见一
次面。 重点人员， 王春禄都要亲
自跟他们见面， 和他们谈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 要是没
有这个环节， 没人管他们了， 可
能还会引发他们重新犯罪。” 王
春禄说 。 刑满释放的马林 （化
名） 有心脏病， 干不了体力活也
是王春禄反复给做工作解决了他
的问题。

王春禄用自己的一个真心 、
热心， 换来了矫正对象们的信任
和感激。 有的矫正对象还给他送
来锦旗， 说从他这里感受到了温
暖。 “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就是
我最开心的事情。” 王春禄笑着
说。 在他的温情感化下， 花乡地
区所有矫正对象没有一人重新犯
罪。

■首都工会人

今年4月起， 天坛公园工会
改变了为职工过生日的传统方
式， 将自主权下放到公园的各分
会 。 于是作为票务部的分会主
席， 邢国勇开始思考着什么样的
新方式 ， 才能更受职工们的欢
迎。

“过生日的方式， 一方面要
让过生日的人感受到工会的关
心， 感受到祝福， 也要让其他职
工分享到喜悦和温暖。” 经过反
复思考和商讨， 最终票务部分会
采取了每月为过生日的职工举办
生日会的方式 ， 来为职工们庆

生。
“举办一场职工的生日会看

似简单， 其实要做的准备工作可
不少。” 邢国勇介绍道。 查看职
工信息表、 了解过生日职工的人
数、 职工的具体工作岗位， 这些
是每次举办生日会前， 邢国勇都
要做的工作内容。

一场生日会， 生日蛋糕绝对
是主角。 一次偶然的机会， 邢国
勇了解到票务部的副主任米嘉会
制作生日蛋糕， 于是在征得米嘉
的同意后， 米嘉的 “自制生日蛋
糕” 也成为了票务部职工生日会

上的一道 “风景线”。
在上个月的生日会上， 十几

名职工又迎来了票务部分会举办
的生日会。 邢国勇还是早早就做
起了准备工作， “这次过生日的
职工人数不少， 而且还会有其他
分会的同事来观摩， 场地的安排
要考虑很充分。” 经过思考， 最
终东门票务班部成为了生日会的
举办地点。

主持词、 气球、 彩带、 生日
帽……邢国勇对于生日会的每一
个方面， 都做着精心的安排。 职
工自编自演的节目一直是票务部

生日会上的传统项目， 这次也不
例 外 ， 马 金 的 相 声 被 确 定 为
表演节目之一 。 “相声的 内 容
可 以 再 加 强 些 趣 味性 ， 节目
的长短也要有所考虑。” 在马金
准备节目的过程中， 邢国勇也会
提前听听 ， 提出一些修改的建
议。

生日会当天， 在热闹的气氛
中， 过生日职工们感受着工会的
温暖和同事们的祝福。 至今， 票
务部分会已经为70余名职工举办
了生日会， 让他们感受到家一般
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