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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宛遥

　　野兔、麻雀、青蛙等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捕杀、出售、食用
均属违法。近日，西海岸新区一位
村民就因为不懂法猎捕了野兔，不
仅将面临刑事责任，还要承担破坏
生态环境的民事赔偿责任。
　　家住西海岸新区的王某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过后闲来无
事就想着逮几只野兔改善一下伙
食。于是，王某找出之前购买的一
些铁橛子、铁丝、电瓶等在村里麦田
周边摆好“八卦阵”。第二天清晨，
王某发现有8只野兔自投罗网，于是
就将野兔拿回家中，自己吃了2只，
剩下的卖给了邻居。
　　结果没过几天，王某就被民警
带到了派出所，告知其涉嫌非法狩
猎，并依法予以立案。原来，经过鉴
定，该村民猎捕的兔子为草兔，属于

《国家保护的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所保
护的动物，他私设电网捕草兔的行
为涉嫌非法狩猎罪。
　　案件移送到黄岛区（西海岸新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官
认为王某的行为不但触犯了刑法，还
对生态资源造成了损害，应当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根据相关规
定，草兔基准价值为每只80元，8只共
计640元。经过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专
家评估，认为全案造成的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达到6400元。加上专家
鉴定费，王某共需赔偿近9000元。王
某郁闷地说：“以前经常套兔子，也没
咋样，怎么现在就犯法了呢？”
　　因为王某平时以务农为生，妻子
长年患有三高，一次性赔偿近9000元，
将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压力。区检察
院检察官与村委进行了沟通协调，决
定在村里为他寻找合适的工作，以公
益劳动的形式代替现金赔偿。

探索乡村依法治理新模式

　　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宝山镇创新
实施村居党支部领办“德育银行”项
目，建立“1+5+N”开放性德育指标评
价体系。
　　“1”即维护支持村党支部领导；

“5”是每月根据群众在践行和参与环
境保护、睦邻和家、乡村发展、公益奉
献、自治守法5个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
量化积分；“N”是将村民获得镇级以上
荣誉称号表彰或其他经党支部认定的
应该给予奖励的事项通过“一事一议”
全面纳入赋分系统。
　　“1+5+N”形成村庄治理体系的新
抓手。农户每月践行和参与表现情况
兑换为量化积分，可用于在公益超市
兑换日常用品及其他社会化服务，为
引导群众自觉积极参与乡村依法治理
提供了强大助力，在推动群众自觉参

与村庄治理、弘扬文明乡风等方面迅
速取得显著效果，营造出了“好事有人
夸、坏事有人管、弘扬道德有回报”的
浓厚氛围和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

构建法治宣传新阵地

　　“德育银行”开发了涵盖镇、村两
级平台的手机APP，建立完善了党组织
领导的乡村依法治理智慧化管理平
台，实现了乡村依法治理科学化、数据
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推广性和
实用性。
　　“德育银行”让奉献增“值”，让德
者有“得”，使“干好事、赚积分、得实
惠”成为村民的潜意识，争先进、多得
分、做表率的文明乡风日渐浓厚，得到
了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实现了乡村依
法治理手段多元化、精细化、科学化，
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依法治
理新局面。
　　为满足新形势下农村群众日益增
长的法律需求，区司法局与宝山镇进

一步整合资源，探索拓展“德育银行”
APP的功能，开辟专门的普法宣教板
块——— 宝山镇法治云课堂，首批上线
区司法局自制普法视频73个，包括普
法动画46个、“法治新时代”普法微剧
场剧目27个，内容涵盖宪法、民法典等
多部法律以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扫
黑除恶、环境保护、土地保护、农民工
权益保障、老年人及妇女儿童权益维
护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重大领域。
　　普法视频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变
为生动的画面语言，群众通过“德育银
行”手机APP即可观看，在轻松活泼的
氛围中就能学习到多种法律知识，便
于入脑入心。据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法治云课堂将增加线上
考法功能，采取季度一小考、年度一大
考的模式，把“德育银行”拓展为农村

“法治带头人”和“法律明白人”的培养
和考核平台，让基层群众共享法治红
利，增强自治能力和水平，为宝山镇打
造法治镇街新样板添砖加瓦。

“德育银行”开通普法窗口
区司法局联合宝山镇实施“法德共育”工程，为法治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张林元
　　
  登录“德育银行”APP法治云课堂，可以观看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视频；

学习法律知识收获德育积分，可在公益超市兑换物品和服务……日前，区司法局

与宝山镇创新乡村普法模式，在宝山镇“德育银行”APP上线法治云课堂，实施“法德共育”工程，将“德育银行”

拓展成为面向广大群众普法的新平台。

　　在“德育银行”开通普法窗口，极大调动了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为普法阵地建设提供了新思

路，为法治乡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德育银行”法治云课堂已覆盖宝山镇44个网格村，约2万名村民参

与到自主观看学习中来。

一快餐店老板进货时佯装扫码支付，诈骗两家店铺5.2万元

商家注意！“扫码收款”当心障眼法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石艺 

　　装扫码，假付钱。自作聪明的杨
某受网上视频“启发”，在进货时做起
了手脚。佯装扫描店家收款码，实则
扫的是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收款码，兜
了一圈，钱款回到了自己口袋。瞒天
过海半年多，杨某的累计虚假付款额
已高达5.2万元。日前，杨某因涉嫌诈
骗罪被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
　　49岁的杨某多年经营快餐店，逐
渐有了比较固定的货源。甲豆腐店和
乙粮油店就是他经常光顾的两家店，
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双方都变得熟络
起来。
　　2019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则抖
音短视频引起了杨某的注意。视频里
的人挑选商品后假装用支付宝扫描付
款码，但实际未支付成功就拿着商品
离开了。杨某反复看了几遍，不禁动
起了歪心思，将主意打到了平日最熟
悉的进货店铺头上。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杨某新
注册了一个支付宝账号，把账号名称
改为“甲豆腐店”，并将其收款码保存
在手机相册中。

　　这一天，杨某特意选择了忙碌的
早餐时间去甲豆腐店采购，他举起
手机，佯装扫描店里张贴的收款码。
趁着店主无暇顾及，赶忙扫描了相
册中他制作的“甲豆腐店”收款码进
行付款。付款成功的界面出现后，
杨某主动向店主出示付款记录。金
额、店铺名都对，更何况是老主顾 ，
老板一点也没有起疑心，“好嘞，下
次再来啊。”
　　杨某走出店门，紧张慌乱的心情
被不用分文就买到东西的窃喜所替
代。中午，尝到甜头的杨某又来到乙
粮油店，用同样的手法再次作案，一样
没有引起怀疑。
　　就这样，最初的紧张逐渐消失，杨
某的胆量越来越大，一次次的作案中，
他的表情、手法变得越来越自然娴熟。
不知不觉半年多过去了，无数次的假
意付款，杨某自己也记不清到底骗了
多少钱。
　　2020年7月，甲豆腐店的老板终于
注意到，杨某每次到店付款后自己的
支付宝账号总是收不到钱，起初以为
是网络延迟，但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实
在太不正常了。
　　这天，杨某又去甲豆腐店进货，他
娴熟地拿出手机将钱转到备好的伪造

收款码中，把付款成功界面在老板面
前一晃便准备走。
　　这一次老板叫住了他，“你给我看
一下转账记录，前几次你付的钱我怎
么都没有收到？”杨某一下子慌了，结
结巴巴谎称转账记录都已经删除了，
便匆忙离开。老板一看杨某神色慌
张，又拿不出转账记录，更加确信了这
里面有鬼，于是便打电话报了警。
　　杨某回到快餐店如坐针毡。很
快，民警找到了他。在证据面前，他追
悔莫及。经调查，杨某用这种手段诈
骗两家店铺共5.2万元。案发后杨某已
全部赔偿被害人。
　　区检察院检察官提醒大家，诚实
信用是做人的第一准则，无论是日常
经营还是人际交往，一定要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自作聪明、弄虚作假，到头
来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同时，作为
商家也要及时检查自己的收款记录，
设置收款语音提醒，定期清点账目，避
免遭受损失。

以案说法

抓野兔也违法？
这位村民摊上事了

宣传普法

◆

◆◆

◆

   检察官说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
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
生、水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
然生态环境是我们每位公民的应
尽义务。
　　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
度的加大，收购、出售国家保护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在禁猎区打几
只常见的鸟、野兔，抓几只青蛙，
以及收购他人捕猎而来的野生动
物已经不再是小事了，有可能涉
嫌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非法狩猎罪以及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还有可能因破坏生态
资源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非法狩猎罪，是指违反狩猎
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
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持有狩猎
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
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