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包警队”
访山农

11月19日，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分局章

镇派出所“背包警队”民警在岭南乡开展“强

基”行动，民警跋山涉水走访山区群众，宣传

防诈反邪知识，帮助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夯

实平安建设基础。 通讯员 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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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金瑶 赵泰州

78岁的叶金书一直活跃在青田县季宅乡人民调解一线。

季宅乡位于浙南山区两市三县交界处，基层治理情况复

杂。40年来，叶金书记不清化解了多少矛盾，但记得那些为调

解而昼夜难眠的日子，那种往返山路掉进冰冷水塘的感觉。

2018年，“季宅模式”成功入选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更多人

明白了叶金书坚守的意义。

“村集体经济落后，私人矛盾纠纷多。”这是40年前，叶金书

对季宅乡华坦村的最初印象。那一年，他从人民教师变为华坦

村村干部，意气风发，不惧困难。

他一手创办村办集体企业，一手化解村民间的各种矛盾纠

纷。其中，陈老太借贷一事让他记忆尤深。

2008年，陈老太向200多名村民借了200多万元，后来还

不了，不少村民为此上访。叶金书发现，被借钱的大多是老人，

这些钱都是他们卖菜、卖鸡蛋赚来的辛苦钱，有些甚至是养老

钱。而陈老太身患重症，没有偿还能力。“即使陈老太被定罪，

村民还是拿不回钱。”叶金书想。

他了解到，陈老太的三个儿子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决定以

“父债子还”的古朴传统作为调解主线。经他多次上门做工作，

陈老太的儿子兑现了还清一部分债务的承诺，被借钱的村民也

作出让步，这起纠纷最终妥善化解。

经此一案，公安、法院、住建、人力社保等部门在季宅乡碰上矛盾

纠纷，第一时间就想到叶金书。叶金书也主动与多部门对接，建立长

效联系机制，并总结出一套以“早介入、清现场、明是非、解怨恨、重结

果”为核心的基层矛盾调解工作机制，“季宅模式”初具雏形。

2009年，青田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一名人大代表首次提出

“季宅模式”，将季宅乡草根调解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引起当

地高度重视。次年，青田县分别召开“季宅模式”研讨班和“季

宅模式”大调解工作现场会，总结提炼出“一线巡查、部门联动、

三调对接”的“季宅模式”，并在全县推广。

按照“季宅模式”，青田县每个乡村的村干部都会定期上门

入户了解村情，碰上矛盾纠纷，及时协调派出所、司法局、基层

法庭等部门参与，采取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方式，

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017年，季宅乡政府成立“季宅模式”纠纷调解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领导小组，设立乡、村两级标准化办

公室，制定出台10余项标准规范，建立民间调解工作标准规范

30余个，形成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2018年3月，季宅乡纠纷

调解服务标准化试点入选第五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项目，这是我省首个在矛盾纠纷调解服务标准化领域

立项的国家级项目。

如今，来青田学习“季宅模式”的人络绎不绝，已是季宅乡

调委会主任的叶金书也乐此不疲地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以法律的名义
向“好评返现”说不

张淳艺

“双十一”过

后，“剁手党”沉

浸在拆箱喜悦的同

时，也面临商家给的选择：“亲，给我

一个好评吧，可以领3元红包哦。”为

获得商家的现金红包，在无奈之下给

予商品好评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消费者在网购时都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如果给收到的商品好评，并截

图给客服，店铺就会给消费者返还 3

元到 5 元不等的现金红包。电商平台

对“好评返现”的态度则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不支持不允许，但也

不接受消费者举报。

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好评返

现”的实质是商家对消费者进行交易

贿赂，诱导其做出非真实客观的评价

行为。已购消费者的评价是商品优劣

的重要参考，“好评返现”误导了后续

消费者，使其难以获得客观真实准确

的商品信息，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

情权。而且，“好评返现”损害了其他

电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电商

平台的诚信规则，扰乱了网络交易正

当竞争市场秩序。

2015 年 8 月，广东省消委会曾召

集投诉部、法律部、消费指导部等专

业人士进行深入研究，并发函咨询权

威法律专家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好

评有礼”“好评返现”等经营方式，

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不利于社会诚信建设，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法律法规。广东省消委会据此

正式向某电商平台发出劝诫函，要求

其切实加强监管，坚决全面纠正商家

的这些不当行为，完善信用评价体系

建设，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购

环境。

电子商务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后，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

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不过，“好

评返现”毕竟只是诱导而非编造用户

评价，法律对此并没有明令禁止，客

观上给平台监督和执法监管带来不便。

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18年公布的

消费者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好评返

现”等活动，76.4%的受访者认为违反

了电子商务法；16.6%的受访者认为未

违法；7.0%的受访者不太清楚是否违

法。消费者的看法不统一，也从侧面

折射出“好评返现”是否违法缺乏明

确界定。

诚信是网购的基石，“好评返现”

虽然金额不大，却违背了公平交易、

诚信经营的市场原则。认定“好评返

现”违法，不应成为一道法律难题，

而应以法律的名义向其说不。有关部

门应尽快出台配套的法规规章或司法

解释，将诱导用户评价纳入电商的禁

止性行为，扭转这一畸形的网购生态。

电商平台要建立切实有效的监测

机制、举报机制及惩处机制，通过约

束规范商家经营行为，引导商家形成

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行为自觉。广

大消费者也应主动抵制这种不当经营

行为，不要因为贪图蝇头小利成为商

家信息造假的工具。

（上接1版）

在浙江，见义勇为精神早已蔚然成风。记者从省公安厅

治安管理总队了解到，今年截至10月底，全省共确认见义勇

为行为347起，其中杭州、宁波、温州等11个市政府共为52名

见义勇为人员记二等功奖励，杭州市余杭区等48县（市、区）

政府共为140名见义勇为人员记三等功奖励或嘉奖。

【延伸阅读】

浙江建章立制为英雄们“撑腰”

浙江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完成了见义勇为表彰和保障

工作的地方立法，以法的名义厚爱见义勇为英雄。

1999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

通过把见义勇为、尊崇英雄等方面的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

律规范，明确规定了见义勇为确认、奖励、保障、法律责任等

方面的内容，为浙江见义勇为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

2011年8月，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条例》精神，印发《浙

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明确了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公安牵头具体负

责、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形成合力的见义勇为权

益保障体制，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伤有所治、老有所养、生存

有保障、生活有优待，确保他们得到荣誉肯定、道德赞扬。

《条例》《规定》明确了公安、民政、人社、卫生、教育、财

政等部门的见义勇为工作职责，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

先进人物的表彰和保障等各个环节均作出规范。2009年

以来，省公安厅和有关厅局先后制定下发了7个工作制度，

确保见义勇为行为认定、记功表彰奖励、保障、春节慰问、

医疗待遇的落实等工作有法可依。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由省政府出台

文件并建立制度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新春慰问的省份，这

份温暖已延续9年。全省共计慰问611名省级见义勇为英

雄，送去慰问金122.2万元。

通讯员 刘浩立 谷宁

本报讯 11月19日凌晨，运砂船“皖万顺8858”轮在舟

山朱家尖以东约22海里处发生火灾险情，船上4名船员被

困。舟山市海上搜救中心紧急组织协调救助力量，成功将

4名船员安全转移。

凌晨1时35分，舟山市海上搜救中心接报险情后，立即

指导遇险船员开展自救，同时指派“海巡0731”海事巡逻艇

搭载消防队员赶赴事发水域，并将险情信息通报至普陀区海

洋与渔业局、舟山海警局、东海救助局等部门，协调“中国渔

政33001”“中国海警2303”“东海救112”和事发水域附近

“海澜中谷9”“浙普渔19388”等船舶前往现场救助。

当时海上阵风达到8～9级，事发水域在外海距离较远，

海事救援人员全程与遇险船舶、救助力量保持联系，实时传递

相关信息。3时35分左右，4名遇险船员被成功转移至“浙普

渔19388”船上。随后，“海巡0731”“中国渔政33001”相继抵

达现场，负责现场警戒和协调指挥、控制船上火势等工作。5

时20分，现场救援人员克服大风浪晕船及能见度较差等困

难，将4名遇险船员安全转移至“海巡0731”上。

目前，遇险船舶火势已被扑灭，4名遇险船员身体状况

良好。

运砂船海上着火 多部门紧急救援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青田“季宅模式”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