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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审结一起滥伐林木案，被告

人张某某犯滥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2020年春季至秋季期间，被告人

张某某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先后多次

砍伐大量人工种植的云杉及其他树

木，经林业技术人员现场实地勘查清

点检尺，涉嫌滥伐林木8178株（含云

杉幼树720株）。鉴于被告人张某某

具有坦白情节，并且自愿认罪认罚，法

庭对其从宽处罚。 （李娜）

滥伐林木8000多株受刑罚

日前，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东

站村妇联组织开展“美丽家园积分超

市”积分兑换活动，用“小积分”兑换

“大文明”，以“小奖品”汇聚“大动力”。

活动中，工作人员按照累计积分

情况，带领大家兑换了97件精美物

品，共计价值2326元。活动现场氛围

和谐热闹，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近年来，松江河镇东站村妇联

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工作阵地、入户

宣传、手机微信等平台，持续提升对

“美丽家园积分超市”的宣传力度，

动员引导广大妇女及家庭积极参与

“最美家庭”“干净人家”“移风易俗”

“孝老爱亲”“环境整治”等活动，使

群众在参与中受教育、提素质，树立

“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的

意识，形成妇女带全家，家庭带社会

的良好氛围。

积分兑换添动力

如今，总能听到有人感叹：“现在过年没有以前

有意思了，年味儿越来越淡了。”抱怨年味儿淡的人

们有没有思考过，曾经浓郁的年味到底是谁在辛苦

付出？现代的年味是否更合时宜？

中青年 年富新意

感受过浓浓年味儿的人，很容易回忆起小时

候经历的这些场景——过年之前，妈妈、姑姑、婶

婶们会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开始打扫房屋、

清洗衣物、拆洗被褥等等。为了年夜饭上的一道

菜，提前二三天就开始准备食材。吃完饭，大家开

始嗑瓜子、领红包。看晚会的时候，妈妈、姑姑、婶

婶们又开始打扫餐盘，准备半夜 12 点的饺子宴。

正是因为长辈们无怨无悔地付出，为醇香的年味

儿操劳，才换来孩子们满满的幸福感，和那句“年

味儿好足啊”。

而今，有时间、有体力、无怨无悔付出的家庭劳

动力越来越难寻找。曾经辛劳的长辈们精力体力

也都大不如前，有的只能说：“干不动了，咱们出去

吃吧。”所以，曾经的年味换了“配方”。当下大多数

家庭，年轻人都到临近春节才放假，没有太多的时

间进行“翻新式”年底大扫除，也没有精力因为某一

道菜而提前几天去准备。

操控年味儿的主力军逐渐变成了“70后”“80

后”，他们一般会在年前简单地打扫房间、贴对联，

简化过年的提前准备工作。一部分人会干脆雇佣

小时工，给家里进行年前大扫除。为工作和生活辛

苦一年，中青年人对年味的理解赋予的内容主要

是：团聚、陪伴、休息。

王娜和老公都是 80后，每年他们都是大年三

十和正月初二婆家娘家轮流过。她告诉记者：“我

和老公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只有春节前后这不到一

个月的时候可以用来休息。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二

陪父母，初三初四到舅舅、姑姑家拜拜年，一起吃团

圆饭。初五约上几个好朋友，几家一起出发去三亚

旅游，孩子们一起玩耍，我们也能放松放松。好几

年没机会旅游了，我们都很盼着今年能出去走走，

忙活了一年，想好好放松一下，鼓足干劲迎接新的

一年。”王娜的这种春节安排，也是现在很多中青年

的过节常态。家庭聚会和旅游对大多数青年人而

言，是春节长假的完美组合，既满足了过年的仪式

感，也满足了假期放松的需求。

异地年 别样团圆

每到年关，中国人的计时方式都会不自觉地切

换成农历，归家的倒计时便是最好的时间度量单

位。过年回家是游子一年一度的企盼，也是刻在骨

子里的信仰。

如今，视频过节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模式。近3

年来，刘伟和家人的节日基本都是开着视频一起吃

饭、聊天、庆祝节日。刘伟老家在河南，研究生毕业

后留在长春工作。因为疫情的影响，已经3年没回

家了。3年里，每逢佳节，他都提前和老家的亲人定

好时间打开视频一起吃饭。今年春节，母亲让他在

长春过春节。刘伟说：“虽说每次都是视频过节，总

跟家里打电话，但是也3年没见面了，十分想念老

家、想念老娘。但老娘说让我再等等，人员流动大，

现在不安全。”刘伟说，听老娘的，等三四月份，错开

高峰期，请年假也要回家看看。

2023年，为了家人的健康，不少人主动选择原

地过年。也有忙碌在一线的特殊岗位人群，为了成

就大家的团圆，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岗位

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为了祖国的安宁负重前

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为了守护健康而拼尽

全力；交通运输战线的工作人员，为了千家万户的

团圆坚守岗位；餐饮行业的从业者，为客人们提供

着丰盛的美食；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用自己的方

式为顾客送去年味儿……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异

地过年，只要团聚的心在一起，都可以使年味不

减。无法一起过年的遗憾与被爱包围的团聚，并非

不可调和。无论是否回家，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总有人会让你发现自己被理解被爱着。

新一年 珍惜当下

日月既往，不可复追。过去一年，由于新冠病

毒的影响，人们或多或少地在工作、生活上各有不

易。也因此，让我们对2023有了更大的期待，让我

们更珍惜家人、珍惜健康、珍惜每一个微小的幸福。

金浩今年 30岁，大学毕业后和大学同学一起

经营着一家烤肉店，生意还算红火。可由于闭店歇

业，租金和食材积压造成的经济损失让他们入不敷

出，只能退租停业。金浩告诉记者：“小店倒闭了，

我心情不好，没过多久我又感染了新冠病毒。发烧

的时候，一直是我媳妇没日没夜地照顾我，她一点

没考虑会不会被我传染。我当时心里特别感动，一

下子就想开了：什么事都可以重新来，只要家人互

相扶持，心往一处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过完

年，金浩打算重新出发，升级店内原有的餐饮项目，

做一个融合餐厅。

过去的一年，身体上的病痛、心情上的阴霾、事

业上的坎坷，终究都会挺过去。而家，那个一直以

来作为温暖港湾的地方，永远为自己守着最后一盏

灯，是身披铠甲的我们面对世界时最柔软的所在。

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年节的时光已温暖降临，为所

有人都带来了新的光景、新的期盼和新的寄托。那

些散落在时空里的感动，会幻化为一种精神力量陪

伴着我们。

无论过年的形式怎么变化，中国人骨子里的过

年情结始终没有改变。家人团聚、心灵相守，就是

过年最大的意义。对过去一年的回首，对新的一年

的畅想，无论方式怎么变化，人们心中对“年”的热

爱始终如一。

年味：换个“配方”也相宜
本报记者 王忆遥

一想到儿时过年的场景，浓郁的年味儿似乎要溢出回忆的画面。扫房子、办年货、

贴对联……处处彰显着红火和期待。小孩们都换上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小脸乐开

了花。到了大年三十，一大家子人喜气洋洋地聚在一起，吃着丰盛且只有过年才会吃到

的年夜饭。除夕夜晚上8点，全家齐刷刷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

会》。当零点的钟声响起，伴着饺子开锅后的香气，漆黑的夜空一下子变得绚烂起来，烟

花和鞭炮同时点燃了人们对新年的期待和希望。

新春佳节，小朋友们都会收到亲朋好友的压
岁钱，对于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问题，我国法律都
有哪些具体规定？家长应该如何监护管理未成年
子女的财产呢？

问：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具有哪些
法定监护义务和监护权利？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

四条，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

担法律责任。

同时，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

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处于无

人照料状态的，监护人有权要求未成年子女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为安

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理和监管有
哪些原则性规定？

答：《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父母作为监

护人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监护职责的原则与要求，

主要包括：

1.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履行

监护职责。除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外，不得处

分其财产。

2. 在作出与未成年子女利益有关的决定

时，应当根据其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其真实

意愿。

3.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

愿，保障并协助其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干涉其有能力独立处理

的事务。

问：未成年子女的财产都有哪些法定用途？
答：通过前面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法律

规定了未成年人作为被监护人可以拥有独立的财

产，且与监护人的财产相区别，其财产权利监护人

亦要予以保护。非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监护人

不得处分其财产。但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未成年子女具有独立财产

的，也是同时可以用于对其造成损害的赔偿来进

行使用的。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

未成年人财产监护与保护相关法律小知识
近年来，临江林区基层法院积极

探索执行工作新模式，执行工作主动

融入社会治理格局，融入社会综合治

理过程中。

他们完善小微企业财产处置流

程，多部门联合采用“网络查档+现场

调查+房产备案”的工作模式；建立“失

信+舆论”双惩戒模式，增设“失信被执

行人公示”栏目等方式有效解决执行

难问题。 （林倩）

创新机制解决执行难问题

长春市民王旭反映：擎天树街西侧G120路公交车终点站“长春财

经学院”站候车亭遭到破坏，一扇玻璃外罩缺失，玻璃碎片散乱在地

面和绿化带中，里面的广告板和照明灯管破损，不仅不美观，而且存

在安全隐患，问题存在很久尚未解决。希望相关部门早日维修，排除

安全隐患。

候车亭损坏 存在安全隐患

春节期间，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

镇的主干路、村口、广场等地，不同题

材的雪雕作品相继亮相，栩栩如生、形

态各异的雪雕作品为仙人桥镇增添了

浓浓的年味。

此次冰雪景观以“长白雪、故乡

情、农家美、生活甜”为主题，本着

“长久、实用、环保、节约”的原则，积

极动员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队进行景

观布置，共动员4支志愿者服务队，

着力打造美丽长白山人参温泉康养

小镇。

惟妙惟肖的雪雕景观扮靓了仙人

桥镇，吸引居民和游人驻足观赏、合影

留念。这些雪雕作品不仅扮靓了乡

村，也为居民和游人送上美好的新春

祝福。

（李禹章 王鹤晓 本报记者张慧
勇整理）

扮靓乡村迎新春

近年来，和龙林区基层法院加快

“法官进网格”“无讼社区”建设，帮助

辖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得到了社区

居民的高度赞扬。

该院网格法官在定期开展社区排

查摸底工作时了解到，辖区有段路面

因河道淤堵导致返水。经实地查看，

是因为排水管道结冰河水涌上公路造

成大面积结冰。院领导多次与和龙市

住建局、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协调，结合

实际情况以及居民诉求，确定了解决

方案和施工方案，最终该路段安全隐

患得以消除，保障了道路安全通畅。

（于佳祺）

法官进网格 及时解难题

近日，吉林市首个24小时自助诉

讼服务站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建

成。

服务站内设智能诉状终端、智慧

执行终端、诉讼风险评估系统终端等

自助设备，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

法需求。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将诉讼服务向非工作时间延伸，为

群众提供“全天候”“零等待”“非接触”

自助服务。体验过该自助服务系统的

当事人表示，“下班路过就能办”“刷身

份证就能自己办”“后台还有客服引导

我填写关键信息，太方便了！”

（武洋）

服务不打烊 便民全天候一位热心读者向记者反映：位于长春市福祉大路的永兴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预防接种门诊早已迁新址，但是原址却没有提醒居民搬迁的通知。现在原

址大门紧锁，牌匾也没拆除。新址在距离原址500米的百合街上。很多市民

不知道搬迁的事，如果不主动打听，就白跑一趟。希望相关部门张贴搬迁告示

并拆除原址牌匾，以免继续误导群众。

疫苗接种点请粘贴新址通知

（张廉敏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本报记者王忆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