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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衢州柯城区七里乡政府的法律

顾问琚铮深有体会。

今年4月份，柯城区村级组织换届选

举期间，琚铮被当地政府选派为法律工作

指导员。从法律法规的宣讲到法定程序的

指导，从村规民约修订的审核到新任领导

的法律培训，都是层层参与、层层把关。“全

都是照着法律在走，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

和能力不断提高。”琚铮感慨道。

事实上，在整个换届选举过程中，全

省范围内都在积极整合律师资源，利用律

师的专业优势做好换届选举期间的法律

咨询与培训，同时出具意见书，当好见证

人，进一步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的规范

化、合法化。

越来越多的群众“遇事找法”

全民守法的主体不仅有领导干部、国

家工作人员，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

姓。对于老百姓来说，守法最直接的体现

在于，学会用合法手段表达利益诉求。

苏诗雨是浙江九恒律师事务所的一名

执业律师，今年3月被派驻到杭州江干区

彭埠街道征迁指挥部，参与拆迁工作的法

律宣传、纠纷调解，并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在指挥部的日子里，苏诗雨每天都很

忙，忙着给老百姓解答问题、化解纠纷。几

个月下来，苏诗雨的最深体会就是：“老百

姓的法律意识都很强，遇到什么问题或是

有什么纠纷，都会先找律师咨询。”

这天，苏诗雨刚刚送走老老少少一家

人，又接待了一位中年男子。

“父母一直是我赡养的，姐姐嫁出去后

就没管了。现在父母去世了，留下的拆迁

款姐姐有份吗？”还没坐下，中年男子就迫

切地问道。

在农村，大家的老观念是：父母由儿子

养，遗产也都归儿子所有。可是这些年，随

着老百姓法律意识的增强，这种观念正在

慢慢改变。

“如果父母没有留下遗嘱，按照《继承

法》规定，子女拥有同样的继承权。”听了律

师的解释，当天该男子就联系了姐姐，一起

商讨拆迁款的分配问题。

和苏诗雨有着同样体会的还有德清县

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程晓刚。

“以前，农民工讨薪不是去企业堵门就

是找政府信访，如今都跑来申请法援了，学

会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程

晓刚说，这样的变化直接体现在数据上：

2014年以前，法援中心每年受理的援助案件

仅有五六百件，近三年来，每年受理的援助案

件达1000多件，法律咨询案件2000余件。

“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一定程度反映

了人们办事循法的意识越来越强。”程晓刚

说，这些年来，群众申请法援的案件越来越

多样化，从讨薪到工伤，从婚姻家庭到遗嘱

继承，人民群众遇事找法、办事循法的守法

意识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信“访”不信“法”，到遇事找法、办事

循法，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也是全民

守法不断深入的体现。

便捷服务让守法更有保障

全民守法，务必加大普法力度。当生

活中处处弥漫着法治的气息，守法才会渐

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春晖公园是德清市民平时休闲娱乐的

主要场所。今年7月，一个融合了法治人

物、法治典故、法治名言等元素的法治文化

基地在这里落成，让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

时接受法治的熏陶。

实际上，类似的法治文化载体已经在

之江大地遍地开花。从法治公园到法治墙

绘，从法治课堂到文艺演出，从普法进机关、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到

网站、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等网络新渠

道开展普法活动，一个全社会普法的大格局

正在形成。法律，已经渐渐融入到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全民守法，离不开便捷的法律服务路

径。当法律服务带来切切实实的实惠，才

能引导更多群众自觉守法。

沿街、窗明几净、功能齐全……嘉兴市

姚庄镇全新打造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不

仅设置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

窗口，还开辟了一个“法治图书吧”，让人们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法律服务。此

外，姚庄镇的老百姓还可以直接关注微信

公众号，在掌上享受便捷的法律服务，真正

实现法律服务“零距离”。

自2008年，我省率先开展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律服务向

基层延伸。目前，省市两级网络平台公共

法律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实

体平台运行更加规范，网上网下衔接更加

有效，制度建设、评价机制更加健全，着力

保障了群众基本的法律服务需求。当人们

获取法律服务的途径越来越便捷，享受到

的法律“红利”越来越有保障，守法也在潜

移默化中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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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看不明白的价格

目前，不少电商平台都销售3两半8

只装售价200多元的“阳澄湖大闸蟹”，有

些商家甚至打出“6 只 99 元”的“震撼

价”。这些平均每只20多元甚至10多元

的大闸蟹真的来自阳澄湖吗？

记者在南京、苏州等地的水产市场和

超市看到，商家都把大闸蟹摆放在十分显

眼的位置。一名水产批发商向记者兜售

“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价为10只装280

元。当记者问“能不能确保是阳澄湖大闸

蟹”时，卖家含糊其辞。

阳澄湖周边多位蟹农及蟹商表示，从

价格来看，这些大闸蟹不太可能是来自阳

澄湖的。据了解，为优化水域生态环境，今

年阳澄湖网围养殖面积由3.2万亩压缩至

1.6万亩，今年价格上涨几成定局。销售商

赵旭告诉记者，8只装阳澄湖大闸蟹市场

价至少要在五六百元才能赚钱。

“现在连‘洗澡’都省了”

据记者调查，一个月来，仅淘宝10家

网店，“阳澄湖大闸蟹”销售量已达到187

吨。苏州市农委副主任马刚介绍，阳澄湖

大闸蟹总产量在1200吨左右，那么，市场

上明显销量多于产量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自

何方？

记者在南京高淳、泰州兴化等江苏重

要河蟹产地看到，连日来，外地运蟹车络绎

不绝。在高淳固城湖水产批发市场，大批

改装过的苏州牌照商务车早上六七点钟即

来运蟹。

21日，记者以选购礼品为由，要求商

家提供全套阳澄湖大闸蟹包装及防伪锁

扣。商家轻车熟路：“包装盒每个7元，锁

扣每个1元。”而此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

蟹防伪锁扣还没有发布。

“苏州市场上一半阳澄湖大闸蟹的娘

家在此。”市场多位商家对此毫不避讳。

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半岛多位蟹农也坦

言，“每家只有 10 来亩水面，只能靠外

运。”

高淳一位水产卖家表示，“过去还把外

地蟹运到阳澄湖‘洗个澡’，现在连‘洗澡’

都省了，直接装箱上扣。高淳螃蟹10只

200多元，套上‘阳澄湖大闸蟹’的金字招

牌，价格翻两三倍很正常。”

还有蟹农告诉记者，一些蟹商甚至把

外地蟹、死蟹等与阳澄湖大闸蟹掺杂出售，

“现在八九成以上销售通过电商渠道，一盒

里有一两只死蟹、坏蟹，不少人嫌生鲜退换

货麻烦，只能认了。”

防伪锁扣监管不严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秘书长

胡建国介绍，阳澄湖大闸蟹防伪锁扣由国

家地理产品标识办公室统一发放，每家蟹

农一亩养殖基地可领大约300个，每家经

销公司需根据收购数量领取，今年预计发

放1000万只左右。

有蟹农反映，防伪锁扣领回来后，究竟

套在哪只螃蟹上无人监管。有的熟客买蟹

不需要“戒指”，一些经销商或蟹农就把富

余的防伪锁扣出售。

还有的防伪锁扣根本就是假的。记者

调查发现，今年的防伪锁扣23日才正式发

放，但几天前，一些水产批发市场的“阳澄

湖大闸蟹”已经戴上了所谓的防伪锁扣。

记者拨打其中一枚上印刷的400验证电

话，显示无法接通，发送手机短信到指定号

码，也发送失败。

一些不法商家以0.5元至1元不等的

价格批发出售假冒防伪锁扣，有的甚至建

立配套呼叫中心、电话专线进行验证。一

位蟹农说，“有的商家提供一条龙服务，即

使拨打锁扣上的验货电话，语音会告诉你

这是正品。”

查处假冒难度大
提倡消费者多元选择

一位业内人士说，阳澄湖大闸蟹行业

协会和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均无执法权。苏州也查

处过大量制造仿冒大闸蟹保护标志的商

户，但缺乏相关法律条例，当事人仅被拘留

了几天。

目前，线上线下那么多销售阳澄湖大

闸蟹的店铺，如何选择？苏州市阳澄湖大

闸蟹行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消费者可先

在协会官网查询其是否为会员单位。其

次，通过质监部门官网查询其是否具有地

理标志使用权，两者同时满足则基本可以

放心购买。

防伪“戒指”还没发，“戴戒蟹”就遍布市场

“横行”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多少是真的？
新华社 刘巍巍

阳澄湖大闸蟹23日开捕上市。为防止每年都出现的假冒问题，保护品牌，

苏州市质监局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及经销商发放大闸蟹防伪锁扣，俗称“戒指”。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保护正规品牌的举措正产生积极效果，假冒名牌问

题有所减少。但另一方面，还有少数商贩仍在千方百计让外地大闸蟹穿上“阳

澄湖”的“马甲”，乘机提高销量和价格。

遇事找法 办事循法 言必合法 行必守法

在“浙”里，守法成为全民自觉

当事人在调解员的指导下签订调解协议 德清法治公园一角

姚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咨询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