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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维权实务》是为广大农民朋友及农村基层工作者编写的一本法律通俗读物。
全书以我国东北某地的张家村为背景，以发生在张家村的一系列法律故事为素材，以“张三讲”和“
于律师”为主要人物，针对农村中常见的婚姻、继承、土地承包、村集体管理等各类纠纷，精选了50
多个真实案例进行了通俗的分析和解答。
同时。
还以真实的案件为例，介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主要步骤和大致过程，并根据执
业律师多年的实践经验。
对农民在“打官司”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各种难题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农民维权实务》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讲解深入浅出，案例真实生动，贴近农村的实际生活。
如果你正想要了解和学习法律，如果你正在为法院的“官司”所困扰，如果你正在急于查找法律，那
么《农民维权实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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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贪污村官落马　　【本节法律提示】第二章 于律师教你打各种“官司”　第一节 解决纠纷有哪
些渠道　　【小结】　第二节 怎么打民事官司　　一、到哪里找谁去说理——怎么当原告　　二、不
服一审判决怎么办——教你怎么当上诉人　　三、被别人告上法院怎么办——教你怎么做被告　　四
、不把法院的判决当回事怎么办——民事判决的执行　　五、认为生效的判决错了怎么办——说说再
审　　六、什么情况适用“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　　七、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八、“第
三人”是咋回事　　九、打官司要花哪些钱——诉讼费是如何交纳的　　【小结】　第三节 遭遇刑事
官司怎么办　　一、成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怎么办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害人或其近亲
属　　三、刑事官司中的其他角色　　四、刑事案件中的特殊群体　　【小结】　第四节 民如何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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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官司怎么打　　【小结】　第六节 如何选律师　　【小结】附录 帮你查找农村常用法律　附
录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附录B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选）　附录C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001年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附录D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附录E 《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　附录F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选）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
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节选）参考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民维权实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张三讲”给你讲法律故事　　我国东北有一个小山村叫张家村。
这个村子依山傍水，宁静祥和。
村里有个能说会道的“大能人”，村民们都叫他“张三讲”。
这个“张三讲”可不得了，论文化水平，仅次于村里小学的几位老师；论地位，除了老村长、老支书
外就数他的威信高。
当然村上几家有名的富裕户就更比不上他了。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如娶媳妇嫁女儿、盖新房搬新家等，第一个到场的准是他。
有时是别人请他去的，有时是他不请自到的。
不过如果这些事情没有他到场，就像一场精彩的大戏缺少了“名角”一样，会显得不热闹、没有气氛
。
大伙也会议论纷纷，说这事儿办得没档次。
“张三讲”说话干脆、利落，他还是个大嗓门，眼睛里透着精明。
不管谁家发生了啥复杂的事儿，到他这里三言两语就给你说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
他凭的是什么？
一是讲“情”，就是凭良心、讲义气、讲亲情和友情。
二是讲“理”，就是讲公道，讲前人留下的老规矩、老传统。
因此，原来大家都叫他“张二讲”。
可近几年，  “张二讲”有点儿讲不动了，很多在他看来有情有理的事儿，到法院却输了官司，村民
们也不像原来那样崇拜他了。
这合情合理的事儿还能不合法？
他实在弄不明白，于是开始琢磨起法律了，还不断向镇上的“王司法”（司法助理）请教。
渐渐地，他也明白了很多法律知识，开口闭口都是法律，讲起法律来已经头头是道了。
人们就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三讲”。
下面要讲的就是发生在张家村的一些与“张三讲”有关的法律故事。
　　第一节  农村常见婚姻家庭纠纷　　一、“宝哥哥”与“林妹妹”能登记结婚吗　　最近，村民
老赵心里很烦闷，自己的大儿子小亮来信说交了个女朋友，全家人都很高兴。
当知道女孩子是小梅时，全家就傻了眼。
原来这个小梅不是别人，正是小亮二舅的女儿。
这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又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到城里打工。
以前在农村这样“亲上加亲”的婚姻很多，大伙儿都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可后来他们又听说这属于近亲结婚，法律不允许。
老赵心里拿不准主意，就打电话告诉小亮，让他查查法律。
谁知不久小亮来信了，说法律是规定近亲不能结婚，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怕影响后代的健康。
他和小梅已经商量好了，向婚姻登记机关说明自愿不生育子女，婚后可以抱养一个孩子。
接到这样的来信，老赵简直气炸了肺，赵家就小亮这么一个“独苗”，他还不给自己生孙子，这不是
要了他的老命吗。
赵家的“香火”要是断在自己这一辈上，可真是大逆不道了，咋还有脸去见老祖宗啊！
可俗话说“儿大不由娘”，小亮从小就让他娇惯坏了，是个倔种，啥事都能做出来。
是要个亲孙子还是要小梅这个媳妇可真难坏了老赵，还是问问“张三讲”吧！
　　【“张三讲”讲法】“张三讲”一听这事儿，急忙劝老赵放心，不要上火。
他说，在过去这样的表兄妹是可以结婚的。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不就是这样吗？
贾宝玉的父亲贾政和林黛玉的母亲贾敏是亲兄姝，贾母是宝玉的奶奶，也是黛玉的姥姥，他们两个人
是姑表兄妹。
可要是放在现在，就算没有王熙凤用计，宝玉和黛玉就是订了亲，也没办法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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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机关肯定不能给他们登记，理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也就是说，直系血亲几代也不能结婚；旁系血亲三代以内不能结婚。
从贾母到宝玉的父亲和黛玉的母亲，再到宝玉和黛玉正好是第三代，所以他们俩是领不了结婚证的。
如果将来宝玉与黛玉分别有了后代，“小贾宝玉”与“小林黛玉”则是第四代旁系血亲，就可以结婚
了。
当然，最后宝玉与宝钗结婚了，但他们俩也属第三代旁系血亲，他们的婚姻也不合法。
因为宝玉的母亲和宝钗的母亲是亲姐妹，宝玉与宝钗是姨表兄妹。
婚姻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关系到个人、家庭的幸福和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也是社会长期发
展经验的总结，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有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对这一条婚姻法没有规定任何例外，是不能以任何方式或提出相应的条件来变通的。
因此，即使小亮向婚姻登记机关说明自愿不生育子女，也不能登记。
　　听到这儿，老赵放心了，小亮这小子可以不听老子的话，还敢不听法律的？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哼着大伙儿谁也听不懂，也不愿意听的小调回家去了。
看来，老赵想要个亲孙子的想法又有了希望，晚上他又可以痛痛快快地多喝两杯了。
　　二、订婚又反悔，送的彩礼怎么办　　这几天张家村的老李天天在发愁，原来老李的大儿子从小
脾气暴躁，还经常打麻将赌博，已经快30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这在农村可是没有面子的事情。
为这事儿，老李一直觉得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
他好不容易托人给大儿子介绍了个对象，还真成了，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
按农村的规矩，双方马上就订了婚。
老李请女方家人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喝了订亲酒，并过了“小礼”（送彩礼），一次给女方现金3000元
，祖传的玉手镯一副，后来又过“大礼”，给女方买了名贵服装4套花了4000多元，还有其他的东西，
共2万多元。
可订婚后，在双方的交往中，女方发现老李的大儿子有许多恶习而且脾气暴躁，就要退亲。
　　虽然老李一家说尽好话，还请了许多亲戚去说服，可女方坚决要求退亲。
老李只好同意，但要求女方归还订婚时的彩礼。
女方认为，上述财物是老李一家无偿赠与的，他们无权要回。
老李多次到女方家索要都没有要回来，他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这事儿到底该咋办，法律上怎么说？
老李赶忙来找“张三讲”，想让他给出出主意。
　　订亲的时候，“张三讲”也去喝了喜酒，当时他心里还很羡慕老李。
老李的大儿子不太争气，可找的媳妇倒不错，听说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也很能干，张家村的姑娘怕
是没几个能比得上她。
没想到现在事情弄成这样，这老李真是没有福气。
他赶快劝老李不要上火，自己找来了婚姻法，边看边给老李解释⋯⋯　　【“张三讲”讲法】从法律
上说，该不该返还彩礼是指在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对婚约订立时和订婚之后，当事人单方赠送的财物
或者互赠的财物的归属发生的争议。
　　先说说婚约（订婚），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既未明文禁止，也未明确规定其法律
效力。
通常认为，根据婚姻自由原则和婚姻法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可以得出婚约不受法律保护的
结论。
因此女方是可以提出退婚的。
　　再说说彩礼，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婚约的订立，一般情况下还会有财产的转移，即婚约的当事
人会向对方赠送一定的财物，俗称彩礼。
但这种赠与与一般的赠与不同，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它一方面是为了证实男女婚约的成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来正式建立婚姻关系。
一旦婚约解除，当事人所期待的法律关系未能发生，男女双方未能结婚，该赠与所附的解除条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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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人赠送彩礼的目的没能达到，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就失去了法律根据，可以按照民法上不当得
利的规定解决。
　　老李的儿子订立婚约后赠送给女方的现金、首饰、衣物等财物，是基于婚约的订立而为的赠与。
因此，女方退亲后，老李是可以要回彩礼的。
　　老李听完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下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回彩礼了，实在不行就上法院打官司
，准能打赢。
　　三、结婚就离婚，能返还彩礼吗　　刚刚帮老李解决了彩礼的事儿，“张三讲”自己本家却出了
一件震惊全村的大事儿。
“张三讲”的亲侄子张二法和媳妇庄佳结婚不到4个月，突然闹起了离婚，还为1万元的彩礼打起了官
司。
　　说起过去的日子，新媳妇庄佳说：“结婚了，想好好过，挣点儿钱，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张二法更是泄气，感到非常丢人。
　　他们两个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之后很快就结了婚，婚后却因为做家务、看电视、买东西这样一
些生活小事而闹起了矛盾。
　　一来二去，双方都感到挺没意思的，也都同意分手，不过男方要求离婚后要返还定亲时送给庄家
那1万元彩礼。
一开始庄佳也同意了。
庄佳说：“我想离婚算了，我买的东西就是我的，他的彩礼钱我退还给他。
”　　然而庄佳的父母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在农村娶媳妇给彩礼家家都如此，天经地义。
那1万元彩礼是对方自愿给的，不是他们索要的。
庄佳的父亲说：“在农村，男方家如果有困难就少给点儿，这部分彩礼只是对女方起一个赞助作用。
要不然还能白白送你一个大姑娘吗？
那样女方家在村里会很没面子的。
”　　听了父亲的意见，庄佳也觉得有道理：“不应该退，这彩礼钱也不是我索要的，是他赠与的，
他给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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