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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今日威海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用光点亮公益之路 体彩品牌活动圆满收官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5

周年，体彩打造了主题为“你未必光芒万
丈，但始终温暖有光”的品牌系列活动。随
着上半年品牌亮相活动“时光隧道”的开
展，体彩携爱出发、向光而行，途经天津、武
汉、广州等地，一路集聚青春光芒、传递公
益温暖，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公众参与其中。

“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活动紧随其后，以
“公益+时尚”的方式，掀起新公益参与热
潮，同时联合支付宝推出AR游戏，以“公益
+科技”的方式开启公益新体验。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国风之光 燃动
善举”主题体验活动在深圳KK One购物中
心举行，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今年品牌线
下活动的最后一站。

巡礼，六大城市书写善举画卷
敦煌是艺术的殿堂，更是多元文化融

汇与撞击的交叉点，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光
芒与智慧。千年以后，敦煌与体彩完美结
合，将敦煌“教人向善”的核心价值与体彩
倡导的“小善举汇聚大爱心”的理念相融
合，将国风之光注入新公益。

10月29日，中国体育彩票“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年度收官发布会召开，体彩携手
敦煌，彩票注入国风，将一条穿越千年的公
益新“丝”路呈现在公众面前。发布会上，体

彩正式发布了“遇见敦煌”主题即开票，以
顶呱刮为载体，传播国风文化。此外，体彩
还推出一款基于顶呱刮即开票为核心的
AR互动游戏，带领大家体验全新的文化之
旅。

为推广新公益思潮，让更多的人能够
近距离、深入地了解中国体育彩票，从11月
2日至12月1日，体彩先后在天津、南京、杭
州、福州、深圳五大城市打造线下主题店。
从敦煌穿越而来的国风迅速蔓延，焕发出
新的活力。

除了内容翔实而有趣的公益展示，每
一站还精心设计了多种多样的互动方式。
来到现场的公众既能了解体彩公益金的来
源和去向，重温体彩25载公益历程，又能参
与各类打卡闯关任务，沉浸式体验国风文
化。每场活动都吸引数万人到场，线上互动
次数更是超过百万，受到广泛关注。

创新，用“玩法”走近年轻人
中国体育彩票从形式到内核，通过不

断创新，向年轻人靠近，而参与活动的用户
群体中，有很多是90后，也有95后。为了吸
引更多年轻人贡献公益力量，中国体育彩
票从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方式和审美习惯出
发，在理念上创新，从“玩法”上突破。

今年上半年，“时光隧道”活动亮相6大

城市，凭借“高颜值”的展台、极致的体验和
丰厚的礼品，成为今夏又潮又酷的公益打
卡地；“每注善举 温暖如光”活动跨界国
潮，携手青年潮流设计师联袂推出3款“国
潮”T恤，点燃喜爱潮流的年轻人参与公益
的热情；“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活动设计
推出国风主题即开票，在传播国风文化的
同时展现顶呱刮即开票的文化内涵；与支
付宝合作打造的AR互动游戏，将“黑科技”
与“新公益”结合……从线上互动到线下体
验，不断丰富公益理念、创新公益形态，让
更多年轻人乐于参与公益事业。

公益，是体彩品牌永恒的主题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一

张彩票看似微不足道，背后却蕴藏着巨大
的社会动能。截至目前，中国体育彩票已累
计筹集公益金超过5000亿元，广泛用于社
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而这些公益金的
背后，是千千万万购彩者的爱心奉献。一张
张体育彩票不仅是一次次有趣的游戏体
验，更是一种大众践行公益的方式，体育彩
票让随手微公益成为可能。

中国体育彩票的品牌之路，以光为伴，
这些光来自全社会的公益力量，来自与时
俱进的追求，来自厚积薄发的创新。这光或
许不那么耀眼，但它温暖又明亮。 (关言)

在今天的公共服务领域，有
一个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也是必
然趋势———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也就是借助现代信息
技术，让信息互联互通，形成大数
据链条，让办事人不再像以前那
样在部门之间奔波，节省时间、提
高效率。

科技化，是现代政府服务职
能、服务水平提高的标志，也是社
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的表现。
就如同在现代司法工作中，网上
立案、诉调对接信息化、线上财产
查控已普遍开展并顺利运行，真
正实现减轻群众诉累、提高审判
效率的目标。

但信息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在技术还未完全覆盖的领域，或
遇到特殊情况，司法审判不能僵
化等待，要实现“群众少跑腿”，法
官就要“多跑路”。

近日，环翠法院张村法庭法
官褚衍文就遇到了这样的特殊情
况，出于对当事人年龄、身份、习

惯、认知乃至普法意义的多重考
量，他“跑了起来”——— 把庭开到
了村里。

今年7月7日，某村64岁的村
民王某起诉邻居王某某和本村村
委会，主张后两者返还8400元的
土地补偿差价款。出身农民家庭
的褚衍文一接手就掂量出了这起
纠纷的分量：8400元标的额并不
高，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
当下很多热点问题的根源。

这起纠纷源于15年前，2000
年，王某在外面做生意，他在某村
0 . 68亩的承包地交由其妹夫管理
耕种。2002年，某村挖方塘储水，占
用王某名下承包地，减少至0 . 24
亩。2004年起，那块小小的、不起眼
的山地被村民王某某接手，种上
了苹果树。2016年，某村将承包地
收回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原本
巴掌大小的0 . 24亩、合计159平方米
的承包地在一夜之间升值，按照
每亩35000元的补偿标准，这0 . 24亩
承包地要补偿8400元。

就是小小的一片土地，引发
了这起权利之争。两年多时间里，
王某多次找王某某、找村委会甚
至镇政府主张自己对于那块土地
的权益，而王某某坚定地说自己
是从村委会接手的承包地。经过
村、镇多次协调，王某、王某某始
终谈不拢，最终二人对簿公堂。从
难获效益的0 . 68亩被委托耕种土
地，到0 . 24亩、159平方米的旮旯
地，再到一叠8400元补偿款，纠葛
十几年，村里几位村民因此反
目——— 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看
似简单，却牵扯着一整村人的目
光和心结，如果只是简单下判，案
子可以结，但能做到真正的“事
了”吗？

在张村法庭工作5年多的褚
衍文，对某村有着足够的了解：此
类纠纷在该村较多，本案涉及的
几位土地测量人已年过古稀、行
动不便，加之查清事实还需现场
查验地亩单据。经多番考量，他最
终决定：带案进村，就地开庭，让

更多的村民知晓、参与到司法工
作中来，不仅能帮助本案当事人
打开心结、化解矛盾，对其他村民
而言还是一场生动的普法课！

于是，11月某天的清晨，褚衍
文和书记员早早赶到某村，张罗
着布置审判庭。大约80平方米的村
委会会议室，用会议桌做审判台，
法官、书记员、原被告标识牌一应
俱全。褚衍文和书记员居中，原被
告三方代表共4人分坐两侧，加上
当时参与量地的两名村民及闻讯
赶来的村民，组成了这场某村有
史以来的第一场现场审判，第一
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法律”。

九点半，准时开庭，褚衍文独
任审判，这场庭审持续了大约1个
半小时，双方在法官主持下充分
表达了意见。这样一次“别开生
面”的庭审体验，给双方当事人，
或者其他村民，都对自身的权利
义务都有了新的、深刻认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时芸芸)

进村开庭审土地纠纷，推动多重法治效应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基层法院特版，是“法官多跑腿”才能“群众少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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