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钓是不少人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然而，
个别垂钓者为了占据钓鱼“有利位置”，往往忽略
了周边“高压危险、严禁钓鱼”的警示牌，带来不
小的安全隐患。

8月16日上午，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大洛供
电所工作人员在巡视线路时，发现在官昌水库上
游的10千伏官源线921线路25号杆至26号杆间
导线上缠绕着三根鱼线，鱼线垂挂在导线上，一
端碰触到湖面，情况十分危急。若不及时清除，
如遇大风天气极易造成线路相间短路或接地跳
闸，影响大洛和湖源 2000 多户居民生产生活用
电，甚至有可能引发触电危险，危及人身安全。

高压线路架设在水面上，离岸边远，距水面
高，前后档距大，无法使用传统的操作杆除去异
物。根据现场勘查情况，经过商讨，他们向国网
三明市供电公司请求技术支持，采取激光远程清
除装置带电处理该隐患。

确定作业位置，组装设备，精准定位……作
业现场，操作人员启动激光清障装置，发射出高
功率激光，照射到钓鱼线上进行灼烧。20 分钟
后，三根鱼线被熔断掉落，险情解除，线路恢复安
全运行状态。

随后，三明市电力执法办和国网沙县区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还向现场垂钓人员进行劝导，现场
讲解钓鱼触电的严重性，并发放往年各地因垂钓
发生触电事故的典型案例和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手册，促使钓友自觉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筑牢垂
钓安全屏障。

提醒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
个人不得从事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包括向
导线抛掷物体、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
米的区域内放风筝等行为。对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在电力线路及设备附
近钓鱼或组织垂钓活动造成电力设施损坏、跳闸
停电事故的，电力管理部门有权依法追究当事人
的法律责任。

目前，国网公司使用的架空线路电压等级一
般在10千伏以上，是家用电压的50倍以上。各类
碳素材料鱼竿、沾水的鱼线都会是良好的导电
体，一旦触及或与高压线不满足安全距离要求，
会对垂钓人放电，极易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工作
人员提醒钓鱼爱好者，在享受户外美好时光的同
时，务必远离高压线路区域，保持足够的安全距
离，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和电力线路故障。

户外垂钓，请远离高压线！
●谢美芳 文/图

普法动态

法护古树名木
共筑生态文明

8 月 17 日，清流县法院
联合县林业局到灵地镇开展
保护古树名木专题普法宣
传，向周边村民发放古树名
木保护知识宣传手册，讲解
古树名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
规，共筑生态文明。

（肖达筠 摄）

永安市西洋镇是芙蓉李之乡，当下丰收旺季，涉及水果销售的纠纷
时有发生。为了提高辖区果农的法律意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态，8月18日，永安市法院法官走村入户，走进果林，为果农们耐心解答
水果购销过程中易发生的法律纠纷、如何正确履行买卖合同等问题，引
导他们在种植、买卖等环节增强法治意识，学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李丽燕 朱子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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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警钟长鸣

“要不是你们，我家的耕地没那么快就

复垦。”8月11日，在万寿岩遗址不远处的万

寿岩文旅保护司法协同创新基地，村民吕吉

生来到检察官联络室，感谢三元区人民检察

院开展的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专项监督工作，

协调解决了万寿岩附近矿区内堆放大面积

的砂石料影响环境和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近年来，三元区按照警务室、检察联络

室、法官工作室、调解室“四位一体”的要求，

创新建立万寿岩文旅保护司法协同创新基

地，为守护万年古迹贡献司法智慧。

供电员工使用激光远程清除装置带
电清除高压线上的鱼线。

服务果农

送法下乡

深耕司法服务

多年来，三元区法院针对万
寿岩文化遗址中的文旅路线，从
预防、保护、修复、普法、辐射等多
方面对万寿岩遗址开展全方位保
护，“老王调解室”就是其中一个
响亮的司法品牌。

2017 年 11 月，岩前镇设立了
以岩前村党支部原书记王源河命
名的“老王调解室”。2018年2月，
退休法官俞秀平也加入了调解
室。二人携手合作，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让司法服务向基层乡镇
有力延伸，积极回应了新时期乡
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和新
期盼，为助力乡村振兴作贡献。

“感谢帮我们家解决了燃眉
之急，没有错过夏播的好时机！”
这是来自三元区岩前镇吉口村村
民赖某的心声。

2022 年 4 月底，赖某种植的
1.675 公顷农作物被雨水浸泡受
损。赖某认为农作物受损是由于
甲公司未合理堆放渣土，导致雨
季积水改道至田地引起的，赖某
为此向甲公司索赔。甲公司提出
赖某的农田之前就遭遇冰雹，加
之事发那几天雨量较往常大很

多，农田被淹还有天灾的因素，损
失不能全部由公司承担。双方就
损失金额及致害原因各执一词，
赔偿协商一度陷入僵局。

赖某非常焦急，夏播节令到
了，若再不把田地整理好，尽快播
种、插秧，会误了下半年的收成。
他心急火燎的赶到老王调解室寻
求帮助。

6月1日，王源河、俞秀平邀请
岩前镇政府和农作物专家，召集
赖某、甲公司进行协商。考虑到
夏播在即，莘口法庭立即组织各
方到现场进行勘查。在现场，俞
秀平向双方释明案件处理程序和
法律规定，并就双方打官司的利
弊进行了分析，经过调解，双方达
成定损方案。7日，双方达成调解
意见，由甲公司向赖某支付5.5万
元，同时，甲公司也表示会及时改
进渣土堆放方案。困扰赖某一个
多月的索赔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他立即联系工人，到受灾的田中
拔除受损作物、整理耕地，趁着芒
种节令进行水稻播种、育秧。

多年来，三元区法院莘口法
庭坚持精准服务主动融入基层治
理大格局，由纠纷解决机构转变
为组织推动纠纷化解的专业平
台，以设立遗址法官工作室、巡回
法庭为契机，聚焦人民群众的揪
心事、操心事、烦心事，将诉讼服
务和多元解纷延伸到田间地头。
同时，该院还出台《关于万寿岩遗
址司法保护十条措施》，对文旅纠
纷进行经常性的法律宣传和引
导，同时将司法服务不断向前延
伸，通过建设诉讼绿色通道，对涉
及遗址产生的纠纷案件，做到优
先立案，优先审理，全方位护航。

此外，针对万寿岩景区内企
业经营、文创旅游、休闲农业发展
等司法需求，三元区法院多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与产业支持，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对各类涉林涉生
态案件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打击涉众
经济犯罪、盗抢骗等涉民生违法
犯罪，并做好诉源治理工作，全面
构建联动保护平台。

守住司法红线

2019年6月，万寿岩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正式开园。根据市委万
寿岩文旅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要
求和市人大《三明市万寿岩遗址
保护条例》的规定，三元区检察院
结合万寿岩文旅小镇品牌开发，
紧紧围绕“遗址保护”和“生态环
境保护”两个主题，切实开展法律
监督工作。通过司法保护文化遗
产，是三元区检察院思考探索并
不断付诸实践的课题。

聂明凤是三元区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的负责人，长年从事民事
行政与生态环境检察工作。今年
初，她和同事们结合专项监督工
作和万寿岩周边生态环境保护进
行现场走访，发现水泥厂前面那
块堆积石料的地块范围越来越
大。若有生活、建筑垃圾堆积，将
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辖区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与万
寿岩遗址保护息息相关。回到万
寿岩文旅保护司法协同创新基地
后，聂明凤立即叫上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到石料堆积地

实地查看。
“我们当时走访了村民和企

业，了解了堆积使用的地块归属，
并且也确定了被侵占的 0.268 公
顷地块就是耕地。”聂明凤说。原
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三明城
镇化的逐年推进，万寿岩附近一
处荒废的农田被当地的村民卖给
了这家水泥厂。确定是耕地被侵
占后，三元区检察院立即制发检
察建议给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要
求其督促矿区进行整改，退耕退
土。经过检察机关和相关单位的
共同努力，鱼塘溪周边容貌焕然
一新。

如今，这里湖光山色，绿草如
茵，碧水、青山、溶洞、田园、古文
化交融相汇。

讲好法治故事

建立司法保护警示教育基
地、青少年生态文旅保护传承基
地、生态司法保护专家库……近
年来，三元区积极探索建立党建
跨支部、多领域的结对共建新格
局，寻求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

从审理的污染环境案件中汲
取教训，深入辖区重点化工企业
聚集的工业园区，设立沙溪河生
态司法保护警示教育基地，以身
边案例、保护濒危物种为内容，运
用图文、视频等形式载体开展针
对性警示教育，增强辖区化工企
业的责任担当。近年来，20 余家
化工企业、数百名企业人员到场
接受警示教育。

三元区法院充分挖掘本土传
统法治要素，通过市、区两级法院
已有的涉万寿岩遗址及周边地区
开发、保护平台的司法联合，集合
辖区各方力量，整合各项资源，加
强法院与辖区单位、专家学者等
各方协同联动，以万寿岩遗址为
核心，辐射周边森林公园、千年古
寨、化工园、水源保护地、学生教
育基地等重要区域，应对保护过
程中的需求变化，实现定点服务、
动态运作的创新联通，实现“线
上”“线下”相结合，“有形”“无形”
相融合，通过法院开放日、模拟法
庭等生态文旅保护传承活动让法
治与文化宣传相融合，更加生动、
接地气。

三元区检察院干警经常深入
城市中心广场、工业园、有关企业
等地开展环保普法宣传，通过座
谈交流、展示环保科普知识、发放
环保法律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
多种形式向企业、市民宣传《环境
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
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
步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自觉
爱护地球，守护环境。

寓教于乐的方式则是近年来
三元区检察院普法宣传的主要方
式。“在森林公园里到处都有小动
物，我们是不是能随手就抓来玩
呢？”今年6月，三元区检察院宣传
干警来到岩前镇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除了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外，干警还现场展示扑火设备、讲
解森林防火知识，普及法律常识。

绿色已然成为岩前镇发展最
动人的色彩，不断探寻历史文化
底蕴，全力推进现代化产业发展，
在司法助力下，岩前镇正走出一
条振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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