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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山县，有这样一位常年工作在
农民群众中的司法工作者，用火热的激
情、坚实的步伐，一步步推动农村基层
法治化建设，让法治之光照耀乡村，照
进每个农民群众的心里。他就是全省
优秀人民调解员、中共党员、确山县李
新店司法所所长黄帅。

1984年出生的黄帅，腼腆内向、话
语不多。从 2011年起，他在基层司法
所已经工作近 10个年头，调解纠纷近
1000件，调解成功率在95%以上。

“经黄帅调处的矛盾纠纷，无一起
引发上访、诉讼。”一同采访的确山县司
法局副局长冯建设告诉记者。

2014年初，已在双河司法所工作
三年的黄帅，被调到李新店司法所。
局领导作出这样的调动安排，是有原
因的：被誉为“驻马店市南大门”的李
新店，西部、南部都与信阳市明港镇接
壤，107国道、京港澳高速、息邢高速、
石武高铁穿境而过，豫南空中交通枢
纽明港机场的通航，这些便捷的区位
优势客观上导致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再加上征地拆
迁补偿、邻里权纠纷、婚姻家庭矛盾
等，局领导第一个想到了派黄帅接下
这个重担。

2015年9月，李新店镇敬老院的左
某在办理入院手续时，敬老院工作人员
以他不符合条件为由拒绝。左某想不
通，自己无儿无女，老伴儿10年前就离
家出走了，自己孤身一人，为什么不让
入住？气愤之下，他前往司法所找到黄
帅，要讨个说法。

得知是因为婚姻状况上显示他有
配偶，不符合入院条件。了解情况后，
黄帅一方面和镇民政所协商先办理入
住手续，另一方面和法院沟通，讲明左
某的真实情况。经过黄帅连续多日奔
走协调，法院受理左某和妻子离婚一

案，按法律程序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让左某合法合规地住进了敬老院。“要
不是黄所长，我现在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过日子哩。”左某逢人就说。

2019年年底，黄帅接到李新店某
学校求助电话，说有两名学生的家长因
孩子在学校摔伤理赔无果，干扰正常的
教学秩序。很快，两名学生的家长也来
到司法所，让黄帅给他们主持公道。

有着过硬业务能力的黄帅，知道学
校平时为每个孩子办有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于是他果断通知校方、学生家长、
保险公司代表参与调解。他一方面严
肃地告诉两名家长，孩子摔伤可以通过
司法诉讼维权的方式解决，干扰、影响
教学秩序的行为是违法的；另一方面告
诉学校负责人，学生在校园内摔伤，学
校有责任，保险公司不承担司法鉴定费
和可能产生的诉讼费，学校必须承担。
通过几轮调解，三方均同意以司法鉴定
结果作为依据，并达成一致意见。

思维缜密的黄帅意识到，接连有
两名学生在校园摔伤，学校一定存在
管理漏洞。事后，他建议学校做好校
园防滑等措施，杜绝类似意外发生。

“俺的孩子在学校摔伤了，俺本来
就心疼，索要理赔还麻烦，更加恼火，都
是黄所长跑前跑后地忙碌，给俺主持公
道，也让俺这心里气儿顺了。”采访中，
一名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

“多年来，黄帅怀着高度的责任心
去开展司法行政工作，工作起来从不会
跑偏，李新店镇干部群众都信得过他。”
镇长王洪涛赞赏地说。

在李新店镇，农民群众都知道，有
了矛盾纠纷，去找黄帅说道最管用。

2019年腊月廿八下午，一名村民
前往李新店司法所，对黄帅说要咨询一
件事，但说话间言辞闪烁。经过耐心细
致地询问，黄帅得知，2018年1月，这名

村民的邻居李某在给她家刷墙时不慎
摔伤，因后续赔偿问题双方一直争吵。
她听别人介绍，说黄帅是给农民群众主
持公道的人，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
了。送走当事人后，黄帅赶紧给她所在
村党支部书记通电话，详细了解情况，
并约定双方去村部参与调解。但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给面对面调解造成了客
观上的难度。他费尽周折，多次与双方
当事人电话联系，谈法律、讲情理、话乡
情，终于在正月廿五调解成功，两家邻
里握手言和。

寇某是李新店镇武棚村村民，采访
中，谈起两年前他因为与另一户村民土
地纠纷经黄帅妥善调解的事，他连连竖
起大拇指说：“黄所长真心实意为群众
着想，说话和气，没有架子，那么热的
天，他顶着烈日到田间丈量亩数。他按
规矩来，按法律办，调解结果让我们两
家都心服口服。”一名镇干部说，因为土
地纠纷，寇某和另一方当事人多次到镇
政府，并打算到县、市上访。由于黄帅
调处公正，及时化解了矛盾。

说起黄帅的为民感情、工作态度，
曾和黄帅打过交道的村民徐套说：“黄
所长工作很认真。”

五年前，徐套和几个同村乡亲在
镇里一个工地干活儿，活儿干完后由
于承包方资金紧张，迟迟要不到工
钱。黄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让承包
方不再推脱，至目前已兑现大部分工
钱。“人家黄所长为了俺工钱的事，操
那么多的心，一口水都没喝俺的，俺咋
不感激他呢？”徐套的工友刘建功说。

黄帅的老家在信阳，由于勤于学
习，黄帅在几年前就顺利通过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同事曾经跟他开玩笑说：

“你要是辞职不干，到外地从事律师工
作，既有丰厚的收入又能和妻子团聚，
何乐而不为呢？”黄帅都会很严肃地说：

“这么多年在基层司法所工作，让我深
切感受到，农村更需要我们这些从事司
法、普法工作的人，要是我们都跑了，谁
来帮助群众知法、用法？”

对群众的挚爱，化作了对工作的热
爱，整天和同事一起对付着吃饭、忘记
了昼夜的黄帅，已经把自己融入群众之
中。开展普法宣传，他的足迹遍及李新
店每个村组农户；校园法治讲座，他的
声音传进李新店每个孩子和家长耳中；
土地确权登记，他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
头；为民维护权益，他的“黄帅人民调解
工作室”就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采访中，一名村民告诉记者，由于
黄帅平时忙得很，要是当天找他顾不
上，黄帅会给他们约好时间。“我们按照
事先约好的时间去找黄所长，准能找到
他。火车还有晚点的时候，他比火车还
准点。”

在李新店司法所，记者看到，简陋
的小院里，不大的几间平房颇为陈
旧。走进黄帅的办公室，最夺人眼球
的便是办公桌上高高摞起的书籍。记
者随手拿起两本，都是法律相关专业
的书。

“黄帅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工作上，
自己再难再苦也从没听他说过。多年
来，他不仅为李新店镇群众做司法调
解工作，而且为镇党委、镇政府提出了
很多司法建议、司法帮助、司法服务，
为我镇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镇党委书记许晓峰说。

有为，才会有位。作为对黄帅工
作的充分肯定，李新店镇政府在财政
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为司法所新
建了办公楼，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农民群众有事找到咱了，咱就得
管，而且得操心管好办好，这样他们才
会觉得心里暖和，也会更信任咱。”黄帅
说。③3

黄帅：让司法的阳光普照乡村
记者 张新义

“生晒参 15 克、熟地 30 克、山药
10克……”12月 11 日 11 时 45 分，新
蔡县棠村镇党群活动中心，李明晓为
该镇一名工作人员开好药方，结束了
当天上午的义诊。至此，他已经连续4
个月，先后为800多名群众进行诊疗。

“我义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让
中医为更多群众服务，让更多人了解
中医，做点好事。”年轻的“老”中医李
明晓腼腆而朴实地说。

李明晓是真年轻，1990年出生的
他，今年只有 30岁。李明晓也真的是
一名“老”中医，他 8岁就开始看医书
学习，读中学时就能够给乡邻看病
了。10多年来，他以治病救人为乐，已
先后为10万余人次把脉问诊。

李明晓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校医
院中医科的一名医师。今年 9月的一
天，因一个机缘，他随同事参加了学院
对口扶贫村——新蔡县孙召镇大马庄
村的“三下乡”活动。在乡村大集上，
人群熙熙攘攘，很多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的乡亲围着他
的诊台，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医生，
我这病吃这个药可以吗？”“我平时吃
饭用忌口不？”“我这个病跑了好几个
大 医 院 ，花 了 好 多 钱 ，都 说 看 不
好”……

看着乡亲们渴求的目光，李明晓
忽然感到了久违的亲切——乡亲们也
常常用这样的目光看着他，他们的眼
神里，有对他的满满信赖，有对健康和
幸福的渴望，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应他
们这种信赖和渴望，这也是他作为一
名党员，身体力行为脱贫攻坚“智志双
扶”做点实事吧！

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从那以后，
李明晓一有空闲就来到新蔡县，走村
串户为乡亲们义诊，孙召、杨庄户、陈
店、棠村、砖店、余店……

李明晓研习中医的兴趣来自村民
对爷爷的崇敬。李明晓的爷爷曾是沿
北村的老支书，他带领全村人开矿致
富，加之爷爷懂点医道，会针灸，治好
过不少头疼脑热的乡亲，在村里有很
高的威望。一提起李明晓的爷爷，方
圆几十里的乡亲们没有不知道的。老
人家在李明晓两岁的时候就故去了，
村里人崇敬他，连带着尊敬他的家人
和子孙。

李明晓对爷爷的印象并不深，爷
爷的故事，更多是从村民们口口相传
中听来的。从此对爷爷和中医心生崇
敬。在他儿时的记忆中，父母曾多次
教育他说：“爷爷当了一辈子好人，我
们做子孙的，不能贪小便宜，丢了长辈
留下来的好名声。”

8岁那年，李明晓偶然间翻到爷爷
留下来的书和笔记，带着对中医的好
奇，开始研习中医。最初的研习，就是
爷爷翻旧了的一本《乡村医疗手册》和
《新针灸手册》。识字不多的他，半读
半猜，对照自己的身体试着诊治，从此
开始了学医之路。在略通医道奶奶的
悉心指点下，李明晓掌握了一些基本
的穴位和针灸技术。

李明晓 17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
村里的一名老人犯了心悸的旧疾，李
明晓给他聊天时无意中说了句：“你这
病应该先治脾，心属火、脾属土，火不
足则生土不足，脾胃为后天之本，心主
血脉，脾胃好了气血才能足，反而养
心，要不你吃点健脾丸试试？”老人半
信半疑，把他的原话学给了邻村一名
老中医，老中医听说是一个十来岁小
孩子的思路，大加赞赏。健脾丸是药
店里最常见的药，又便宜，老人真的买
了几十包健脾丸按天服用，一段时间
之后，居然真的好了！

那一年，外祖父突患心衰，眼睛无
神，双腿浮肿，晚上睡觉会憋醒，镇医
院却因为年纪大了不敢收治。李明晓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了药方，三服药
服用后，老人居然没事了！

自那时起，来找李明晓看病的人
渐渐地多了起来。

进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校医院当
医生以后，李明晓经常以片医的身份
来到村里，为村民开展医疗服务，经他
手诊疗康复和病情改善的人越来越
多：金洼村那个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症
十几年老史的爱人、马庄村那个膝关
节积液的老人、老胃炎的同事、胃酸多
年的外地朋友、红斑狼疮的年轻女孩
儿、冠心病的朋友母亲、患有中风后遗
症的岳父、一些癌症患者的调理……

医者知常达变也。只有知常人的
脉，才能见病人的脉象。李明晓最喜
欢的事就是为人把脉，因为老师讲过，
中医的脉学最难学，必须不断实践，进
行总结才能有所进步。亲戚、朋友、同
学，只要熟识，他都主动要求为人家把
脉。十几年来，他先后为 10万余人次
把脉，一点一点融会贯通。

在新蔡的义诊卓有成效。韩集镇
一名干部对面粉过敏十几年了，一过
敏就休克，李明晓给他开了 20 服中
药，服药期间，他无意中吃了点包面和
面条，发现已经没事了。陈店镇一名
患有带状疱疹的农民，服药十几服，症
状明显减轻。县城有一个居民腿疼无
力，被亲友扶着来找他，扎了几针后不
过 10来分钟，那人就自己能走了……
这些康复或好转的消息，给李明晓带
来了很大成就感，他更加坚定了自己
一趟趟奔赴的信心。

“‘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
治病三年，便谓天下无方可用。’好中
医不会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一个个病
例看出来的，既要有‘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精神，更要做到胆大心细。”谈到
自己治病多年的经验，李明晓自如多
了：“医者，‘意’也。病分内病、外病和
不内不外病，看病不光要治好患者所
描述到的症状，也要想办法解除患者
的‘心病’，也就是七情致病，这才是中
医治病救人的精神。”

“中医是我们的国粹，是老祖宗留
给我们的瑰宝。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中医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
很大作用，人们对中医越来越认可
了。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医，我应该将
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为更多人
服务。我希望通过不断地走出去，让
更多的人认识中医、相信中医。”李明
晓坚定地说。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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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古老而又
厚重的房地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房地历代村民生生不息的根
和魂。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房地上，多
少先人开启民智、造福天下！多少豪杰
金戈铁马、建功立业！如今，有这样一
个人，他继承了房地先祖们改天换地的
不屈精神，带领村民决战脱贫攻坚、改
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事迹被当
地政府和村民大力称道。他，就是遂平
县文城乡马庄村委主任张富伟。

“扶贫工作一定要上对得起组织，
下对得起老百姓，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
心。”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脱贫攻坚实施以来，“白加黑”“五
加二”，成了家常便饭。“怎么又加班、这
么晚了怎么还没吃饭？”“血压、血脂这
么高，可要注意身体呀！”这是家人和他
通话时常挂在嘴边的嘱咐。由于工作
需要，他每天吃住在村委，饥一顿饱一
顿，工作忙的时候，甚至一天只吃一顿
饭或者干脆吃点方便食品，这早已成为
他的生活习惯。

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饮食起居又
不规律，2019年 10月 12日，他突然感
到手臂发麻、视物模糊、眩晕呕吐，说话
吐字不清。同事见状，立即把他送到县
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脑梗死。“这下可以
好好休息了，调养一下身体了。”“这就
是身体给你敲的警钟，整天不是在村委
统计、填报各种数字，就是到贫困户家
中帮扶，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娘几

个该咋过呀！”妻子边抹眼泪边说。
住院20多天后，医生嘱咐，回家好

好休养，身体才能慢慢恢复。到家后，
乡亲们来了，经常帮助的贫困户来了，
村“两委”的同事来了，文城乡党委、乡
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来了，大家看到面容
憔悴、右胳膊僵直，右手无法握筷，右脚
迈一步就非常困难的张富伟，再想起昔
日高大魁梧、走路带风的他，大家都忍
不住潸然泪下。

康复期间的张富伟在村委大院里、
在乡间小路上都留下了咬牙锻炼的背
影。有一次，我到村委办事，看到此时
此景，想起了之前的他，说话铿锵有力，
做事雷厉风行，不禁心酸如麻。

“富伟，锻炼的同时也要加强营养，
戒烟限酒，老同学祝你早日康复，早日
回到工作岗位。”

“老同学，不要难过，我根本没把这
病放在心上，我会很快战胜病魔，康复
如初的。”望着信心满满的张富伟，我很
欣慰。

“老同学，你在教育部门，可能对
脱贫攻坚战的难度不太了解，咱们村
要想完成党和政府定下的攻坚任务，
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的目标，非下苦
功不可。村“两委”新来的几名年轻同
事对村情民情还不太了解，对帮扶政
策、帮扶措施还没吃透，还需要我这个
老兵冲锋在前，我不能因病推卸责任，
我争取在两三个月内恢复到能上岗工
作。”

寒意渐浓的深秋，村委大院的几棵
乌桕树已由绿变红，红的似簇簇火焰。
望着夕阳映照下的他那布满汗珠的红
红脸庞，我寒意顿消，心情爽朗起来，感
觉整个村委大院春意盎然。

“休息一会儿吧，坐下喝口水，不要
累着了。”喝了几口热水后，他又给我
说，“扶贫工作党心所向、民心所依，在
涉及全村82户 166人的脱贫攻坚工作
中，我多次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中，
努力寻求脱贫致富的良方。每到一个
贫困户家中都同他们深入交流，细看责
任牌、细算收支账、细查生活情况、细问
群众还有哪些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
摸准实情、因户施策、实现精准扶贫。
把贫困户当作自己的亲人，帮助贫困户
打扫卫生，给孩子买一些水果。有时带
着工作队自带食材吃着‘连心饭’拉家
常，在谈笑间进一步拉近和贫困户之间
的感情。”

我每次回到老家，就会听到村民
说，特别是贫困户的由衷赞叹：“张主任
做事从不来虚的，脱贫攻坚更是实打
实，真是为我们马庄村办实事、办好事
的好干部！”村民朴实的话语折射出了
张富伟工作的点点滴滴，反映了他处处
为困难群众着想。

2020年的春节注定要载入史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也站在了防疫第一线，来到莲
花湖街道办事处青龙社区卡点值班执
勤。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想起了老

同学张富伟，他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了？我立即打了他的电话。

“老同学，谢谢你的关心，我和你一
样，已经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有时入
村宣传，有时卡点值班，有时精准排
查。”

“你的手脚好利索了吗？这么寒冷
的天，你能受得了？”我有点担心。

“手脚虽然不太利索，但可以丢掉
拐杖了，这次疫情比 2003年的非典还
要厉害，村委一班子忙不过来，我能帮
多少忙就帮多少忙吧。”

我还是有点担心，又询问了他的妻
子，他的妻子说：“老弟，有啥办法呢，他
不听，非要去工作，疫情这么严重，作为
一个连走路都不正常的病人，你说家里
担心不担心。”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如今，全村贫困户即将全
部脱贫，全面小康已触手可及，张富伟
还未完全康复，右腿还很僵直，步履蹒
跚，犹如刚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一
样，但是他充满了斗志，稍做休整，又将
投入一场新的战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漫步在房地上，伫立在古房邑遗
址旁，思绪万千，秀丽如画、绵绵不
绝、哺育人类的汝河在默默诉说着千
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如今房地的村
民正在继承先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朝
气蓬勃、豪情万丈地走在新时代的大
路上。③3

身残志坚战一线身残志坚战一线 倾情付出助攻坚倾情付出助攻坚
通讯员 臧 放

弘扬家庭美德
倡树文明家风

□ 李丹丹

近日，市文明办向全市各级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群众和全体师生发出传家训、

立家规、扬家风倡议书，号召大家带头

传承优秀家规家训，积极培育文明家

风，共享美好生活，共建幸福天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人成长

的第一环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

组成部分，好家风如同无声的教诲，能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对于

党员干部来说，好家风会使人养成清

正廉洁的作风；反之，如果家庭没有正

气，就很容易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

当年，焦裕禄同志因为孩子看“白戏”，

专门出台了《干部十不准》，就是端正

家风、作风的生动写照。广大党员干

部要把家风建设作为自身作风建设的

重要内容，传承好家风，引领好作风。

对于社会而言，一个家庭的风气正不

正，不仅关系家庭幸福与否，还直接关

系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家

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只有千

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整个社会的

风气才好，社会文明进步才有源源不

断的推动者与建设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

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

幼、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

观念，历代先贤关于家风的论述，更是

散发着思想的光芒。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

托、社会功能以及文明作用都不可替

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

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是一个家庭

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

影。在全民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当下，倡导树立文明家风尤为重

要。倡导树立文明家风，不能停留在口

号上，而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将文明家风植根于日常生活里、体现在

具体行动中，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

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③3

12 月 25 日，新蔡县弥陀寺乡程小寨村第一书

记杨丽在该村鑫靖草莓种植基地帮村民采摘草

莓，为草莓代言，之前因代言辣椒而成了“辣椒书

记”的她，又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草莓书记”。

自 11 月份以来，新蔡县弥陀寺乡程小寨村鑫

靖草莓种植基地的“天仙醉”“雪里香”等优质品种

草莓日渐成熟，吸引人们前来采摘尝鲜。草莓、辣

椒，这些特色种植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途径

之一。3

记者 梁灵芝 通讯员 宋超喜 摄影报道

“辣椒书记”变身
“草莓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