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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人大出台系列地方性法规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筑牢法治屏障 守护绿水青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席忞禾 通讯员 田胜平 赵 坤

碧水保护 有法律“红线”规范

秋日的水城河，河水清幽，碧波荡
漾，游人如织……

“良好的水域生态，得益于坚强的法
治保障。”六盘水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君
隆感慨道。

水城河是六盘水市的母亲河，河道
穿过中心城区，之前，由于沿岸厂矿
多、河道堵塞、水体污染严重，曾被称
为“垃圾河”“臭水沟”。

为加强水城河的水体、设施和景观
保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功
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2016年 12月
28日，六盘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六盘水市水城河
保护条例》，并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经贵
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批准，于2017年 6月 1日起施行。

“对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全面推行
河长制；市人民政府、有关县级人民政
府对水城河水源地、水体、河道、滨河
绿地实行永久性保护；禁止向水体排放
油类、酸液、碱液，向水体排放剧毒废
液等行为。”提到亮点，六盘水市人大法
制委主任委员杜梅如数家珍。

从此，碧水保护不再是空口白牙，
而是有法可依。“我们还制定了 《六盘水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加强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管理，防治饮用
水水源污染，保障饮用水安全。”吴君隆
说，“ 《六盘水市六枝河保护条例》 已于

今年 6月 28日召开的六盘水市九届人大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待报请批
准后施行。”

景区开发 有法律“专章”约束

韭菜坪有大小之分，分别位于毕节
市赫章县和六盘水市钟山区。为了共同
保护好景区旅游资源，区域协同立法成
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2022年 12月 1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六盘水、毕
节两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韭菜坪景区
共同保护的决定》。2023年 3月 1日，《六盘
水市钟山韭菜坪景区保护条例》《毕节市
韭菜坪景区保护条例》同步施行。这是贵
州省采取“共同决定＋条例”模式跨市协
同立法的首次尝试。

在保护与利用方面，规定在景区
内，禁止擅自采挖、迁移运输及损毁多
星韭，私埋乱葬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
形地貌，擅自进行新增摩崖石刻、碑
碣、雕塑等行为。

在协同与合作方面，明确六盘水
市、毕节市人民政府建立区域联动机

制，协调解决规划统筹、建设协商、旅
游协作、应急联动、交通互连、综合执
法等有关事项，促进资源整合与效益集
聚。明确六盘水、毕节两市人大常委会
协商建立协同监督机制，加强对景区保
护和管理的监督，共同保护利用好“贵
州屋脊韭菜坪”品牌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由于乌蒙
大草原景区游客快速增加、群众过度放
牧等，草场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局部地
方退化严重，立法保护迫在眉睫。杜梅
说，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及时启动
了 《六盘水市乌蒙大草原保护条例》 立
法调研，拟纳入明年立法计划，努力实
现景区可持续发展。

大气污染防治 有法律“药方”诊治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怎么防？大气环境如何保护和改善？

资料显示，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六盘水市曾创下了连续
1350天空气优良率 100%的纪录。而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成为影
响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的重要因素。

2023年 8月 24日，六盘水市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六盘
水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待报请批准后施行。

该条例共三十一条，及时回应了实
践中的焦点问题，如明确了机动车排气
污染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的概
念、认定标准、确定责任主体等；明确
了污染防治的方法、手段等。

杜梅介绍，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方面立法，构建具有
本地特色的生态环保立法体系，保护改
善大气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对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从立项、草案起草
到征求意见、草案审议，六盘水市人大
常委会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机动车检
测机构、石油经营企业等，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许多群众的心声被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法律条款。

与此同时，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还
出台了 《六盘水市城市山体保护条例》，
从适用范围、职责确定、制定规划、保
护措施、修复治理等方面，厘清了各部
门在山体保护管理中的具体职责，理顺
了山体保护管理的体制机制，规范了山
体保护管理的行政行为。

“良法贵在落实。”侯美传表示，六
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将坚持把立法与释法
宣传、法律监督融合贯通起来，宣传
好、施行好生态环保系列法规的要求，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本报讯 （记 者 龙蓓）
近日，六盘水市钟山区禁毒办
组织各镇（乡、街道）、成员单
位对辖区医院、卫生院、学校、
企业等开展制毒化学品和精
麻药品专项检查工作。通过强
有力的举措进一步加强易制
毒化学品、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和麻醉药品管理，有效防止
易制毒化学品、精麻药品流入
非法渠道。

强化检查督导，针对问
题抓整改。检查中，工作人
员以易制毒化学品、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以及含麻黄碱
类复方制剂为重点对象，深
入排查各单位是否建立管理
制 度 ， 是 否 建 立 健 全 台 账 ，
技防设施是否完善，使用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等方面进行
细致检查。共排查学校 30 余
家、医疗卫生机构 100 余家、
化学品生产企业 20 余家，针
对部分单位存在的台账登记
不 规 范 、 出 入 库 登 记 不 及
时 、 技 防 设 施 不 完 善 等 问
题，现场责令其限期整改。

强化宣传教育，针对行
业抓落实。钟山区禁毒办持

续不断加强对行业负责人和从业人员讲解毒
品知识及易制毒化学品、精麻药品管制的相
关法律法规。并要求经营主体相关负责人严
格落实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严禁违规非法使用易制毒化
学品，对易制毒化学品一定要做到来源清、
台账清、底数清、使用清，切实履行行业主
体责任，坚决防止易制毒化学品、精麻药品
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社会。

强化设备维护，针对源头抓管理。通过
加大对储备设备的维护，加强安全隐患的排
查和安全生产的管理，防止易制毒化学品、
精麻药品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社会。通过专项
检查，进一步强化了易制毒化学品和精麻药
品的安全使用管理工作，提高了辖区医院、
卫生院、学校、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的守
法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目前暂未发现
有违法购买、销售、使用精麻药品的行为，
切实保证了精麻药品的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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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地处滇、黔两省接合部，矿产资源丰富、交通四通八达，气候十分宜
人，夏季月平均气温仅 19.7℃，是消夏避暑的天堂，有“中国凉都”的美誉。

守护“水墨画卷”，生态保护立法先行。“自 2016年被批准行使地方立法
权以来，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了水城河保护条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韭菜坪景区保护条例、中心城区山体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
规，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这个优势，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六盘水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侯美传说。

近年来，雷山县人民法院立足少数民
族地区实际，创新将国家级非遗“嘎百福
歌”融入诉前调解，在诉前调解“党委领
导、多方联动、全民参与”大格局下，衍生
孕育“非遗共传、嘎歌共唱、纠纷共调”特
色模式，推动诉源治理走深走实，助力乡
村治理创新增效，调解出乡村和谐之美。

抓载体 树立现代化调解理念

“过了寒冬是立春，天气转暖万物生。
重播良种谷满仓，重栽好茶扎深根。”吴仰
久（化名）唱腔感慨，上前握住潘香朵（化
名）的手，真诚地说：“老婆，我们不离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藤缠树来树缠藤，草鞋要靠四股绳。
凡事该朝远处看，齐心合力奔前程。”法官
露出笑容，同样以“嘎百福歌”回应。

一起涉及彩礼退还的婚姻家庭纠纷，

在悠扬的歌声中圆满调结，当事双方在法官
及一众亲戚朋友的见证下重归于好，两家争
论不休的彩礼纠纷随之冰雪消融，一起险些
酿成两个家族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消弭无形。

据悉，今年 2月 15日，雷山法院成立嘎
百福调解室，选聘有威望、善嘎歌、精调解的
寨佬、乡贤、歌师等任“嘎百福调解员”，建大
建强调解队伍，充分发挥载体效能，引导完
善村民调解组织，树立现代化调解理念，激
活基层自治能力，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探索实践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更易接受
的调解路径，搭建好定分止争的“连心桥”。

抓合力 提升民族化调解能力

雷山法院抓住辖区民事矛盾纠纷大部
分来自乡村的实际，针对相邻纠纷、红白
理事、建房规划等与乡村群众密切相关的
矛盾纠纷隐患，每月会同有关单位、部门

开展联合走访排查工作。
认真落实“以歌释法、以歌明理、以歌

促调”的工作理念，推广“嘎百福”调解模
式，在人民调解员培训中增设“嘎百福歌”
教学环节，将更多法律知识融入“嘎百福
歌”，创造更适用于调解的新曲，激发调解
员民族文化自信和化解矛盾内生动力，形
成矛盾靠前化解、源头化解的共识与合
力，同时通过共同传承非遗，有效提高群
众自我化解、自我疏导、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我真是太高兴了，唱了一辈子‘嘎
百福歌’，没想到法院能来和我们一起传
承苗族文化。”控拜村歌师窝奶九 （苗
名） 激动地说。

“唱好唱和唱团结，唱美唱好唱和谐。
有法院支持，唱完歌调好矛盾，再做个司
法确认，大家的心里都更踏实了。”控拜村

寨佬伯福杀（苗名）开心地说。

抓重心 擦亮特色化调解品牌

紧扣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大局工作，
雷山法院借助“嘎百福”调解员“天时地利
人和”的优势，以歌为媒，以调为先，强化
上下沟通、左右联动，在诉前调解一般民
事纠纷基础上，重点化解涉传统村落、非
遗、古树名木等环资类矛盾纠纷，为调解
品牌加分赋能，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少
数民族聚居多元矛盾纠纷化解经验。

“在开展调解工作过程中，生硬地向
群众阐述法条，看似权威，实则刻板。
为此，我们依据 《民法典》《环境保护
法》《城乡规划法》《传统村落发展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针对性地编写‘嘎百福
歌’。调解室成立半年来，编写涉传统村落
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古树名木保护、婚姻
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合同纠纷、民间
借贷纠纷等方面的‘嘎百福歌’共 28 首，
唱在解纷过程，利于调，唱在普法宣
传，防于先，唱在茶后饭后，勤于传。”
在运用“嘎百福歌”圆满调结一起传统
村落建房引发的侵权纠纷后，该院“嘎
百福”调解室常驻法官杨秀启说。

雷山县法院创新模式推动诉源治理——

唱响嘎百福歌 生活更加和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龙蓓 通讯员 韦宇

本报讯 （记 者 龙蓓 通
讯员 吴通州 吴向东）为切实
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力
度，展现施秉县非遗魅力，近
日，施秉县人民法院到杨柳塘镇
屯上村开展“刻道”文化司法保
护宣传培训活动。

“刻道”被称为“苗族的婚
姻 史 诗 ”， 是 研 究 苗 族 历 史 的
重 要 依 据 ， 法 院 干 警 从 “ 刻
道”的历史和传承出发，一同
与 培 训 班 的 学 员 学 习 “ 苗
歌 ”， 认 真 听 授 课 老 师 讲 解

“ 刻 道 ” 文 化 ， 并 解 读 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 的 法 律 知 识 ， 就 “ 刻 道 ”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

措施与授课老师进行了探讨。
法院干警与培训班学员在教

师的指导下，共同跳起苗族板凳
舞，优美的舞蹈，记录了“刻
道”文化的代代传承。

施秉县民族风情浓郁、民族
文化丰富多彩，有“刻道”、刺
绣技艺、观水龙节、独木龙舟节
等。立足县域民族文化特色，施
秉法院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建设
民族特色法庭，从延伸审判职
能、创新司法举措、加强普法宣
传等方面入手，着力守住民族

“根”与“魂”，以司法之力推进
施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非遗保护工
作贡献法院力量。

施秉县法院

加大非遗司法保护力度

本报讯 （记 者 龙蓓 通
讯员 孔德正 马渊）2022 年 8
月，原告张某某等人将被告陈
某 某 诉 至 威 宁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要求陈某某履行金额为 24.3
万元的车辆买卖协议。

今年 3 月，陈某某提出撤销
该车辆买卖协议的反诉请求，同
时向威宁自治县检察院提出民事
支持起诉申请。

威宁检察院通过调查核实，
张某某等人以办理借款为由，掩
盖签订车辆买卖合同的一系列行
为，故意陈述虚假事实或隐瞒真
实情况，使陈某某在违背“借款 4
万元”这一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威宁检察院在
综合全案调查核实事实并结合本
买卖合同纠纷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决定支持陈某某的反诉请求。

今年 6 月，威宁法院公开对
该案进行了审理。县检察院依
法 指 派 检 察 人 员 出 庭 履 行 职

务，当庭对检察机关调取的证
据予以宣读和说明。法庭在充
分听取原被告当庭陈述及综合
全案证据的前提下，作出民事
判决，依法支持陈某某的反诉
请求。同时采信检察机关提供
证 据 的 效 力 及 支 持 起 诉 意 见 ，
有力维护了民法典赋予的当事
人合同撤销请求权。

在办理该民事支持起诉案
件过程中，威宁检察院积极能
动履职，充分结合监督办案一
体化履职工作要求，将办案中
发现的陈某某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及张某某等人相关的犯罪线
索 进 行 一 体 化 履 职 移 送 。 目
前，陈某某司法救助线索已由
威宁检察院核实完毕，针对陈
某某丧偶多年独自生活、靠在
洗 车 厂 打 工 为 生 的 实 际 情 况 ，
检察机关向陈某某发放了 5000
元司法救助金，帮助其缓解生
活压力。

威宁自治县检察院

支持反诉维护当事人权益

本报讯 （记者 龙蓓 通讯
员 孟青） 为服务保障“四区一
高地”建设专项工作，协助解决
农民工讨薪问题，台江县人民检
察院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能，将办
理农民工欠薪的案件融入共建
共 享 共 治 的 社 会 治 理 格 局 当
中，通过民事支持起诉、社会
治理检察建议、公开听证、协
调会商等方式，与法院、人社
局、信访局、乡政府等相关部
门协作配合、齐抓共管，切实保
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为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
题，台江检察院在帮助解决农民
工欠薪问题的基础上，发挥有效

能动性，为拓展线索来源，该院
积极与县人社局签订 《关于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帮助农民工讨薪维
护 合 法 权 益 的 协 作 机 制 （试
行）》，通过协作机制深化农民
工讨薪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的创
建，已受理移送相关线索 5 件。
同时，该院定期与法院、信访
局、乡 （镇） 政府等部门沟通对
接，及时掌握农民欠薪问题线
索，特别是对地方政府项目、民
生工程等欠薪问题多发的重点领
域进行跟进关注，切实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介入、及时解决。

据悉，今年以来，台江检察
院共帮助 62 名农民工追回被拖
欠的务工工资共计31.5万元。

台江县检察院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本 报 讯 （记 者 席 忞 禾
王玲瑶）“ 我 宣 布 ， 现 在 开 庭
……”随着法槌敲响，一起以涉
毒案件为蓝本的模拟法庭在黄平
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法治教育基地
拉开序幕。

孩子们身着正装，小脸严
肃 地 扮 演 起 审 判 长 、 审 判 员 、
书 记 员 、 辩 护 人 、 法 警 、 被
告、法定代理人。从宣布法庭
纪律、核对被告人身份，到法
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作
最 后 陈 述 、 当 庭 宣 判 ，“ 公 诉
人”义正词严，“审判长”庄严
肃 穆 ，“ 辩 护 人 ” 引 法 据 典 ，

“ 被 告 人 ” 懊 悔 不 已 ，“ 小 法
警”正襟危坐，扮演同学纷纷
进 入 角 色 ， 真 实 再 现 庭 审 现
场，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受法
庭审理案件场景。

模拟法庭结束后，普法宣传

员用以案释法的方式和同学们进
行了交流，为同学们讲解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及
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引导学生运
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和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让学生们在春风化
雨中接受法治教育，用法治力量
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切实做好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今年以来，黄平县还选
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担任
县域部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以
模拟法庭、课堂现场教学、法治讲
座、法治巡演进校园等方式积极
开展禁毒普法宣传，多样化关爱
未成年人成长教育。截至目前，开
展模拟庭审、送法进校园等活动
30余场次，覆盖 2万余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2万余册。

黄平县

沉浸式普法接地气

新学期开学以来，黄平县人民检察院“党员普法小分队”分批深入各级各类学校，为学生
进行普法教育。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动漫课件、普法小课堂等形式，普及防诈、禁毒等知
识，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图为“党员普法小分队”到湖里中学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通讯员 王超 冯朝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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