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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晓娴）6月25日，州两级
人民法院在州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及媒体公布法院近期
的要点、重点、亮点工作开展情况，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近5年来，全州两级人民法院依法
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积极开展禁毒综合
治理。2016年至2021年，全州法院受
理毒品案件数逐年下降，2020 年与
2018年相比下降29.23%。

景洪市人民法院严打跨境违法犯
罪，维护边境和谐稳定。2020年，共受
理跨境犯罪案件 108 件 262 人，审结
105件255人，结案率97.22%。今年以
来，共受理跨境犯罪案件 149 件 545
人 ，审 结 142 件 532 人 ，结 案 率 达
95.3%。通过不断加强与边境管理部门
及相关执法部门的联络沟通，进一步促
进案件侦诉工作规范化，提高跨境违法
犯罪案件审判质效。始终坚持打防结
合、标本兼治，注重强化社会综合治理，
提出司法建议3条。开展阳光司法，采
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延伸普法宣
传触角。拓展宣传阵地，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新媒体”模式，营造打击跨境违
法犯罪的良好氛围。

勐海县人民法院以创新谋发展，充
分发挥新时代人民法庭职能作用。勐遮
人民法庭工作从法庭内向法庭外延伸，

大力开展巡回办案, 将法庭搬进村寨，
设置巡回审判点，由法官定期不定期到
审判点开展工作，解决群众“有诉来不
到、有事不会说”难题。深化民族特色双
语审判，邀请村干部、调解员及村寨中有
威望的长者协助、参与调解，结合村规民
约，融入民族风俗习惯、宗教礼仪，提高
案件调解率。创新审判模式，将工作重
心前移，实行“七日快审快结法”，着重在
收案前、立案时、开庭前“三环节”开展调
解工作，有效化解当事人的诉累。进一
步强化“警司联调”，积极融入“大调解”
格局，做好诉调对接工作，保证协议的强
制执行效力，对未能调处成功的案件，及
时转入诉讼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诉
权。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人民调解员培
训，强化诉前调解力量。推行无讼村寨，
融合法律、道德与村规民约共建共治，创
新诉源治理新模式。

勐腊县人民法院严厉打击跨境犯
罪，筑牢边疆安全稳定屏障。去年至今
年5月，勐腊县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刑事
审判职能，共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
（边）境、贩卖毒品、走私跨境违法犯罪案
件183件551人，审结165件464人，结
案率90.16%，实刑率98.28%，判处罚金
总额共计567.2万元。同时，延伸审判职
能，到抵边乡镇、抵边村寨组织开展跨境
犯罪案件巡回审判3次，邀请县委政法
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警、抵边村寨
群众1200余人旁听庭审。法官当场以
案释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旁听群众
宣讲法律知识，起到良好宣传效果。加
强协作联动，推动综合治理，发出加强交
通运输车辆管理司法建议2条。

会上，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分别
就记者提问进行了详细解答。

西双版纳州两级法院

携手回应群众关切 集中开展新闻发布

本报讯（杨勇）6月25日，州人民检察院召开生态环保问题
警示教育大会，传达省纪委省监委关于景洪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问题、保山市东河污染问题、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铭真高
尔夫球场整改不力问题等典型案件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并就
如何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立足检察职能，守
护西双版纳绿水青山作出安排部署。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旻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发展
的底线红线，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充分履职，加大对生态、资源、环
境的保护力度。发挥检察职能，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围
绕项目建设审批、环境保护监管等方面，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
失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积极履行职能，
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贯彻“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依法运用立
案监督、检察建议等手段，加强对涉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监督。提
升环保监督意识，加强公益诉讼宣传，积极深入企业、社区、乡镇
等，宣传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多渠道、多手段、全
方位宣传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通过以案释法、典型案件
报道等，提高全民对公益诉讼的知晓率，并鼓励公民、法人及其他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保护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公益诉讼线
索，广泛凝聚公益保护的共识与合力。

州人民检察院

召开生态环保问题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刘晓娴）近日，州中级
人民法院组织法官干警走进景洪市
职业中学，开展以“拒绝毒品危害、
守护美好青春”为主题的送法进校
园活动。

活动中，法官围绕青少年如何防
范毒品危害及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内
容，结合我州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
和真实、鲜活的案例，配合内容丰富的
PPT和禁毒宣传视频，为参加活动的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在知识竞答中，同学们通过踊跃

的抢答和交流，进一步巩固了学到的
禁毒知识。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法
律手册1000余册。

州中级人民法院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记者/苏云华

以心换心，是他的工作理念；以案
释法，是他的工作方法。25年来，景洪
市基诺山司法所所长木文华一直行走
在基诺山的崇山峻岭间，宣传法律法
规，调解矛盾纠纷，努力增强群众的法
治意识，倡导群众依法办事，用法解决
问题。

“阿德”是木文华的小名，在基诺
山，大家喜欢称他“阿德”。木文华当
过兵，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伍后
回到基诺山，当过宣传委员，1996年起
从事司法行政工作。曾经的基诺山司
法所只有木文华一个人，一间办公室、
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包，就是他
工作的全部“家当”。他总是奔波在各
村寨间，常常一身灰一脚泥，向村里的
老人请教调解的方式方法，入户和村
民们拉家常，宣传法律法规，化解矛盾
纠纷。每次有群众咨询问题，他都耐
心细致地用基诺语说明、解释，直到他
们听懂为止。遇上矛盾纠纷，他就反
复上门劝说，讲道理、讲法律。“以案释
法，特别是用种茶毁林这样发生在身
边的案件来普法，老百姓更容易接
受。”木文华说。多年积累，他摸索、总

结出了一些适用于基诺族群众的普法
和调解方法。基诺山寨很多家庭矛盾
和邻里纠纷也在他的调解中平息了。

“司法阿德”的名号在基诺族群众中叫
响了。

2015年昆曼国际大通道开工建设
以来，小磨高速公路、玉磨铁路等国家
重大项目建设都涉及基诺山。基诺山
乡便成立项目服务组，木文华负责调
解项目施工期间的矛盾纠纷。一边是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边是失地农民
的利益，工作量、工作难度激增。

2017年8月的一天，木文华接到
警情：“部分村民因小磨高速公路辅道
建设征地赔偿问题，堵住项目施工工
地和生产生活道路，随时可能发生群
体性事件。”他马上叫上工作组成员赶
到事发现场，只见数十名手持木棍和
刀具的群众，用拖拉机和竹栅栏堵住
了施工工地和通行道路，不让工人入
场施工，也不允许车辆和行人通行。
小磨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已进入收
官、道路测试阶段，且必须在9月底通
车运行。一边是工人赶工期，一边是
群众拦路妨碍施工，双方剑拔弩张。
木文华把工作组成员分成两个小组，
他一个人负责村民的解释工作，另一
组负责找项目建设部落实情况。情绪
激动的村民把他团团围住，要他必须
给出一个说法。木文华用基诺语苦口
婆心地向村民们讲法律、讲政策、讲利
害关系。一个多小时后，村民们的情
绪才慢慢稳定下来，表示愿意接受调
解。经过木文华和工作组成员多方协
调，相关部门重新核实了小磨高速公
路辅道建设征地面积及农作物损毁情
况，并请第三方对小磨高速公路辅道
建设中造成农户房屋损害情况进行鉴
定，经过8天的协调及调解，项目部向
村民们重新补偿了征地补偿款及房屋

受损赔偿款。2015年至2018年期间，
木文华和工作组成员一直奔波在各项
目施工场地和基诺山寨间，参与调解
涉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矛盾纠纷417
件，既保证了重大项目顺利竣工，也维
护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木文华了解到，某村民小组附近
的3家砖厂严重污染了43户村民的橡
胶树和茶树，导致胶树和茶树大量死
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双方因赔偿问
题没有达成一致，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有转化为刑事案件的态势。他立即带
领司法所工作人员反复与砖厂、村民
了解、核实情况，在汇民意、讲政策的
基础上协商、调解。经过10多天的努
力，使双方达成基本共识，3家砖厂同
意赔偿43户村民700万元，并在5年
之内支付完毕。

基诺族妇女阿白（化名）因故意杀
人罪被判刑，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服刑期间，她家房子被征用，获得补偿
款18万多元。孩子未成年，木文华就
和项目方、村干部商量，把这笔钱存到
村集体账户里，到孩子成年时再转到
孩子的账户上。他还和村干部签订承
诺书，监督村干部，禁止他们把这笔钱
挪作他用。并为阿白一家平整了一块
新地基，解除她的后顾之忧。

“哪有什么秘诀，就是认真听事
件，仔细找矛盾点，站在当事人的角度
思考问题，先稳住人心，再和他们讲道
理、讲法律。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学法，
尊重法律，不断树牢法治思想。”木文
华笑着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
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木文华2018
年获云南省“百佳人民调解能手”荣誉
称号，2019年获“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荣誉称号。基诺山司法所也被首批评
为“省级规范化司法所”。

以心换心以心换心 做基诺族群众的贴心人
——记景洪市基诺山司法所所长木文华

□ 杨洋 师磊

在第34个国际禁毒日
来临之际，6月25日上午，
州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各
大队的警察，在戒治区内为
戒毒学员举办了一场特殊
的演出活动。

这天早上，每一名戒毒
警察职工辅警和部分戒毒
学员家属都收到了一条短
信：“我们的乐队恢复演出
啦！欢迎您来聆听。”收到
短信后，全所警察职工辅警
热情高涨。

“记得那年离开了家，就
一直想念亲爱的妈妈……”
戒毒学员三戈在乐队的伴奏
下，唱起了戒毒经典歌曲《大
榕树》，犹如一股清凉的甘泉
涌进大家的心田。傣族歌手
岩空罕的一曲《想念你》，把
大家的思绪带向了对爱情的
憧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
由的向往。

“我第一次看到何警官
时，感觉他非常严厉，心里

很紧张。他们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我
回答是在街头唱歌的，他们就叫我来乐
队排练。那时候我很害怕。”戒毒学员王
家驹说，何警官和几位警察告诉他不要
怕，大胆唱歌就行了。经过认真刻苦的
训练，王家驹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戒毒
也非常成功。

“当前正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不断提升教育矫治水平和质量，是
戒毒工作的重要目标。我们既是管理者，
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只要我们相互配合、
一同努力，就可以战胜毒魔！”值班所领导
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之后，
学员们高声齐唱，用一曲《歌唱祖国》表达
对党和国家戒毒政策的感恩。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与历史罕见的持续干旱，让离城60多
公里的大荒坝所区的警察职工辅警和所
有戒毒学员集中在狭小的管理区里，几乎
与外界隔绝。场所安全、教育矫治、生产
生活都出现了极大问题，警察职工辅警在
枯燥无聊和思家之情中煎熬，戒毒学员在
对病毒的恐惧与人生的迷茫中彷徨。“为
什么不恢复以前的乐队呢？”这时候有人
向政委提议。

为丰富戒毒人员日常文化生活，州
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戒毒人员成立了

“新生”乐队，一直延续多年。之前，由于
乐队中的成员解除了强制隔离戒毒，乐
队演出也随之中断。针对警察职工的提
议，所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党委班子成员
一致认为，恢复乐队可以进一步加强场
所文化建设，丰富戒毒人员文化生活，以
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陶治戒
毒人员的思想情操，培育良好人格，全面
提升教育矫治水平。为此，所党委决定
建设足球场、创办《新生命》杂志、恢复乐
队，组织有一定音乐素养和基础的戒毒
人员组成乐队。从此，戒治区内时常传
出时而激越高亢、时而悠扬抒情、时而优
美深情的歌声。

乐队恢复组建后，大家在乐队的取
名上出现了一些争议。有的希望继续使
用“新生”，有的认为本土戒毒歌曲《爱
的彼岸》非常好听，而且“彼岸”与大家
喜爱的一支乐队谐音，建议用“彼岸”，
有超越自我的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
用“彼岸”。为提高学员的音乐素养和
演奏水平，所里安排警察职工对学员进
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目前，这支
乐队已初步具备演奏水平，在加强场所
特色文化建设、涵育和推进心理戒毒尝
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员也在学
习培训和演练中，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
和发展方向，成为身心健康且有一技之
长的学员。

（注：文中学员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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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

6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双版纳“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上，景洪市人民检察院驻村工作队员车德，荣获

“西双版纳州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作为一名入党30年的
老党员，车德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舍我其
谁的斗志扎根贫困村，以敢想敢为的作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建设新农村。

因工作作风扎实，帮扶成效明显，车德2018年被授予州级
“优秀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称号，2019年被授予市级“优秀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称号，2020年被授予省级“优秀驻村扶贫工作队
员”称号和第四届“景洪好人”称号，2021年荣获云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他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大家亲切地称
呼他为“扎车”（拉祜族尊称）。

2018年，车德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主动请缨到景洪
市勐龙镇邦飘村松林村民小组开展驻村扶贫工作。他抱着一
颗求真务实的真心，沉下心来，扑下身去，在与村民家长里短的
闲谈中倾听民情，在身体力行中掌握村民身边大小事，不断以

“三牛”精神鞭策自己，做实帮扶工作。
驻村4年，车德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有保障为底

线目标，贯彻落实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控辍保学等
政策措施。车德一方面向“挂包帮”单位市检察院积极申请汇
报，把价值50余万元的物资送进松林，不断完善村寨基础设
施。另一方面，建立“门前三包”制度，提升人居环境。2018年
邦飘村脱贫出列，2019年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退
出。去年，他组建劳务专班，带动邦飘村5000人次外出务工，
增收43万余元；今年第一季度，外出务工830人次，增收93万
元。针对邦飘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土地利用率低等情况，车
德积极与企业对接，采取“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今
年在全村发展600余亩甘蔗产业，带领脱贫户们走出了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致富路。

作为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车德用实际行动践
行党员承诺，不断将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组织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将着眼点和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授人以渔”上，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斗志，投身于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之中。

“脱贫不是终点，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刚开始！”车德的眼神中
透着一名老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

扶贫路上“扎车”忙

（（杨勇杨勇//摄摄））

（（刘晓娴刘晓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