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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露
露 通讯员 唐欢欢）在蛇年春
节前夕，老峰社区居民格外开心
——社区为大家发放了 180 多
万元的分红款，这也是社区连续
6年为大家分红。

老峰社区位于安庆经开区
老峰镇，是安庆城市化东扩的
第一站，在安庆经开区“两区共
建”等项目建设中，土地陆续被
征收，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市
民。如何让失地农民得到更好
保障？如何让集体发展的成果
更好地惠及群众？

用土地入股！
“土地征迁可以一次性拿到

补偿款，但我们在村集体的带动
下选择了入股。”老峰社区居民
鲁冬平将家中的 9 亩地换成了
90股，加入了经济合作社，她告
诉记者自己入股的盘算：“一方
面是想给子女留些资产，钱如果

一次性拿回来也就花掉了，入股
之后本金在，每年还能分红，子
孙后代都能享受这个福利；另一
方面是对我们的发展很有信心，
相信分红会越来越多。”

都如鲁冬平一般，老峰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陆续整合资金
6400 万元。“总股份 53224.9 股。
其中，村集体的股份 10645 股，
占总股份 20%；家庭股 42579.9
股，占总股份 80%，覆盖了全社
区所有家庭。我们在2016年投
资安庆市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
园（一期）标准化厂房 1375 万
元；2020年投资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项目 1060 万元；购买国元
债券 1050 万元……”老峰社区
党委书记潮圣飞一笔一笔地算
着，“经过一笔笔投资收益，2024
年，我们的资产已经由 6400 万
元涨到7200万元。”

分红让大家有了盼头。“因

为厂房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定
周期，2019年开始分红，15元一
股，到现在已经连续分红 6 年
了，分红款也翻了一番，现在是
33.6 元一股。”鲁冬平笑着说，

“股份多的这次分到了 6000 多
元，我家分到了3000多元，合作
社里的每笔钱怎么用、红怎么
分，都需要向我们公开，大家都
明明白白。”

分 红 也 让 大 家 心 里 更 踏
实。“我们当时是让家里老人拿
地入股的，钱都是直接打到老人
的社保卡上。”居民韩赐宏说，

“老父亲今年已经86岁了，他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了土地之
后，这个分红相当于有了固定经
济来源，我们心里踏实！”

分红更让大家的日子越来
越舒心。“大家有钱拿，集体发展
也更有劲儿，你看社区里的环境
越来越好、老弱病残保障越来越
周到……”70岁的居民汪登善举
了个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例子，

“就拿物业费来说，我们还建房
一平方米8毛多的物业费，自己
只要交3毛多就可以了，就因为
集体给的补贴多！”

分红过大年 居民笑开颜
安庆经开区老峰社区发放分红180多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永
生 通讯员 陈园）非法采伐林木
40.6立方米，认购52.1吨林业碳票，
支付认购金4763.8元。近日，潜山
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滥伐林木
案件，通过“司法+碳汇”新模式，让

“生态破坏者”成为“生态修复者”，
以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023年11月，朱某在未取得林
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倪某以
5000元达成交易，雇请工人对倪某
承包山场的林木进行砍伐。2024
年5月，潜山市公安局对朱某、倪某
滥伐林木案立案侦查。经鉴定，二
人滥伐林木共计 235 棵，均系马尾
松，立木蓄积共计40.6立方米。案
件移交至检察机关后，经承办检察
官释法说理，二人认识到滥伐林木
行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破坏了森
林生态服务功能，均表示认罪认罚，
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马尾松树干挺拔、寿命
长，且适应性强、抗风耐烟尘，是营
造生态林和风景林的良好树种，按
照《森林法》规定，朱某、倪某应限
期在原地或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以此修复
受损的生态环境。此时，二人向检
察机关提出，由于倪某山场土壤和
周边环境受限，不宜原地修复，同时
自身经济和身体状况，异地补种难
度很大。

承办检察官充分考虑当事人意
愿，积极征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认
为可以将马尾松的多元生态功能
转化为经济价值融入碳汇进行合
并计价。当地林业局也表示，赔偿
义务人可通过认购碳汇方式替代
性履行。

潜山市人民检察院遂于 2024
年 12 月对该起滥伐林木案向法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法
请求判令朱某、倪某共同赔偿森林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及生态环境损害
修复费用，并建议同意二人通过购
买当地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替代
履行。日前，潜山市人民法院依法
对二人作出判决，二人认购52.1吨
林业碳票，支付认购金4763.8元。

“‘认购碳汇’是近年来我国在
环境司法实践中创新的替代性修复
方式，是一种司法服务‘双碳’目标
的保障机制。本案系潜山市首例

‘检察+碳汇’公益诉讼案件，今后，
我们将立足地方特色，探索更多元
化的生态修复模式，推进惩处违法
和生态修复有机统一。”潜山市人民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破坏者”成“修复者”

“司法+碳汇”

守护“绿色正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倪敏）旧房换新房本是件
值得高兴的喜事，没想到购房户
成了被告，被开发商起诉到了法
院。近期，太湖县法院采用“示范
判决+批量调解”方式，助力类案
批量调解，成功化解多起房地产
纠纷。

2024年11月，太湖县法院受理
了一批针对同一小区购房户提起
的民事主体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
纷。承办法官接到案件后，经分析

研判，发现该批案件案情高度相
似，诉讼请求和矛盾点雷同。考虑
到案件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企
业的有序发展，如不妥善处理将会
加深双方矛盾，容易引起群体性纠
纷。太湖县法院决定采用“示范判
决”方式，先行选择其中一件进行精
细化审理。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通
过庭前庭后调解、开庭审理等方式
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并释法明理。在
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结合案件事实、

证据材料等，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
程度、违约情况等，有效平衡原、被
告的利益，作出了判决。

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太
湖县法院以此案为“范本”，结合个
案事实，高效组织了其他几起案件
的成功调解。为了实现一揽子解纠
纷目的，将诉讼请求外的购房户办
证问题纳入调解，不仅有效解决了
开发商房款资金回笼问题，也为购
房户解决了房产证过户事宜，实现
了一案结多纷解的效果。

“示范判决+批量调解”一案巧解“千千结”

2月 3日，一位身着中式
传统礼服的新郎骑乘高头大
马，身后的迎亲队伍高举着
“迎亲”等招牌，抬着大花轿
在街道上缓步前行。这一别
出心裁的迎亲方式，吸引沿
途众多市民拍照。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