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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行·看 新 疆

鲁甸地震发生后，灾区
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群众的
饮水出现问题。冒着频发的
余震、滚落的山石，水务职
工寻找新水源、铺设管道、
保障水质，帐篷搭到哪里，
饮用水就通到哪里。

8 月 13 日 ，《经 济 日
报》 记者在震中龙头山镇看
到，供水保障让灾区生活逐
渐走向正常。部队的供水洗
浴车、被服洗浴服务等受到
欢迎，当地群众与一些部队
官兵在震后第一次洗衣服。

住在龙泉社区骡马口居
民安置点里的村民尹天欣正
与姐妹们一起洗菜。地震
后，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当志
愿者做饭。“震后我们没有
断水，但开始比较浑浊。这
几天好了，水很清澈。这个
管子是前天接好的，用着很
方便。”尹天欣说。

“县疾控中心已对水质
进行检测，目前水质达到饮
用水标准，水是安全的。”
鲁甸县水务局水务管理站副站长罗玉告诉记者，地震发
生后，县水务局局长周明卉组织全体员工分成 8 个组，
了解灾情并分赴龙头山镇等重灾区应急抢修。至 8月 12
日，县水务局基本完成了鲁甸集中安置点的供水工作，
抢修及安装管道 435 公里，完成 89 处集中安置点供
水，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活用水。

“现在条件好多了。最困难的时候，职工在频繁的
余震中，扛着管子、背着工具，徒步进入重灾区。头三
天，饿了只能啃干粮，后来能吃到热饭菜了。大雨造成
一些地方道路垮塌，去一些距离远的村镇，早上走，半
夜才能回来。”罗玉说，目前，通往八宝、西屏、银
屏、龙井 4个村的公路又损毁了，需要徒步进去。

在通往一处集中安置点的路上，一根被卡车压坏的
水管正在漏水。鲁甸县水务管理站技师卯时美一时没找
到胶条，就用塑料袋把漏点缠好。他和罗玉都有个习
惯：看到有水管没关好，第一个动作就是拧紧它。“干
这行，见不得浪费水，要不心疼！”

随着居民安置点不断增加，供水任务也在加重。由
于地震造成原来的水源干枯，只能寻找更远的水源。

“应急供水就要分秒必争，时间短、任务重、涉及面
广、责任重大。”55 岁的卯时美说，“干我们这行的，
不管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经常下乡进村。这些天，
水务局的职工可谓‘全民皆兵’。”

鲁甸县山区面积占到 94%，平时供水的难度就不
小，受灾后困难更多。下午快 4 点了，他们与记者匆匆
挥别，“我们要赶往银屏村通水，今晚要加班，估计赶
回来得明天凌晨了”。

闫胜义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东
坝头法庭副庭长，27 年来，他扎根基层法
庭，倾情于点点滴滴的农家琐事，以朴实、
纯真、无私的为民情怀，获得了乡亲们的
爱戴，诠释了他对党的事业和法官职业的
忠诚。“仲夏焦陵再忆君，耳濡目染感触
深，自此立下为民志，且把君心比我心”。
正如闫胜义铭志诗所云，他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传承和践行焦裕禄精神。

“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去”

1987 年毕业分配时，闫胜义主动申
请到基层法院工作。基层法庭受理的案
件大都是家庭、村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在
一般法官的眼里都是些小事，但对于闫胜
义来说，却都是大事。每到一地，他都到
村里巡回办案，走村串户，很快和老百姓
打成一片。

上世纪 80 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坝头乡雷新庄村保留了 1000 亩机动
耕地对外承包。由于当时承包程序不规
范，没有承包到土地的农户意见很大。闫
胜义和同事主动接手了这个案件。但他
们还没进村，就有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
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打不赢！3 个多月
过去了，闫胜义他们没少看冷脸、吃闭门
羹。他和同志们约定，再难，也要把这件
事情处理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工作中闫胜义发现，一名承包户是

自己朋友的亲属，在村里地位和威望比
较高。他便三番五次到县城寻求朋友的
帮助，最终闫胜义做通了这一户的工作，
使他首先答应把承包地交回村集体，坚
冰自此开始融化。闫胜义和同事们趁热
打铁，一户户地做工作，说法理，谈人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承包地全部上交到
了村委会。20 多年的遗留问题终于画
上句号。

27 年来，闫胜义为办案，曾经一天只
吃一个鸡蛋，喝几捧浇地的井水；大冬天
和同事骑着摩托车到 200 多公里外的山
东巨野，早上去，凌晨 2 点回；曾经开车往
乌鲁木齐，几天几夜连轴转，下车的时候，
关节僵硬得几乎打不过弯⋯⋯

27 年来，他有 3 次回城的机会，但每
次都主动放弃了。闫胜义说，“多数人都
想回城，城里不缺人，但农村缺啊！我愿
做一棵圪巴草，扎根在农村，护岸护坡，保
持水土。”

“有这‘三个零’，我知足”

闫胜义承办案件追求的是案结事了
人和，能调解尽最大努力调解。他说，基
层法官是党的基层干部、基层社会工作
者，要更多考虑社会和谐。27 年间，他办
理的案件，调撤率在 85%以上，真正以判
决结案的不到 15%。

闫胜义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民事审判的
立案、开庭、宣判3个阶段。他发现，在立案
阶段，当事人发生纠纷时间短，抓紧调解能
有效避免矛盾发酵升级；开庭前，许多当事
人“爱面子”，不想“对簿公堂”，抓住这种心
理，有利于促成和解；开庭以后，一些当事

人自知举证证据对己不利，会降低诉讼期
望值，这时调解也容易成功。

在调解赡养纠纷时，他会看似不经意
地告诉被告：调解不成的话，就到村里开
庭。凡是要点面子的，都怕在村里开庭，
家丑外扬，让村邻议论儿女不孝，因而选
择调解——他把这叫“心理暗示法”。对
于朋友之间的纠纷，闫胜义认为多是一时
的气话“顶”上了，结成疙瘩解不开。只要
找准症结，给双方个台阶，一般都会主动
下台阶——他把这称为“搬梯子下楼”。

2005 年，李某因生意被骗，家底几
乎赔光，整天借酒浇愁，后来又染上赌
博，妻子接受不了，起诉离婚。经闫胜义
多次调解，妻子撤诉，但闫胜义发现李某
神志恍惚，如果持续下去，这个家庭难保
不再出裂痕。闫胜义给在新乡工作的妹
妹打电话，通过妹妹的关系在郑州找到
一名心理医生，经过检查，李某患有轻度
精神疾病，治疗以后，大为好转。闫胜义
又在南彰一个制门厂为李某找到一份工
作，使他打起了精神，彻底走出了心理阴
影。看到这家人日子过得很好，闫胜义
才算放下心。

27 年来，他办理了 2600 多起案件，
实现“三个零”——发回改判率为零，错案
率为零，上访率为零。闫胜义说，“有这

‘三个零’，我知足。”

“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虽然干着法官这个职业，但自己始
终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脱掉法官服还是
农民，我绝不会丢掉农民本色。”这是闫胜
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法官是神圣

的职业。法官如果都不公正了，群众还会
信谁？做法官一定要实实在在做事，清清
白白做人。”

2013 年，谷营乡四明村杨洪因交通
事故，右腿截肢，出院后将肇事车主湖北
一家石油公司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判决后
当事人均已服判。但闫胜义想，一个普通
农民在遭遇这样的变故之后，心灵会受到
多大的重压！于是便给石油公司打电话，

“我知道你们经常做公益事业，也知道你
们有这个能力，就当是我替老百姓向你们
求个情吧！”被闫胜义所感动，该公司研究
决定额外给杨洪 1 万元生活捐助。拿到
钱的杨洪紧握着闫胜义的手久久不松开，
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就是我的亲兄
弟！”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法官，闫
胜义的内心深处已经沉淀了一种对群众
深 厚 的 情 感 ，他 已 经 和 百 姓 们 融 为 了
一体。

当初和他一道进入基层法院的同事，
如今不少人都调往城市工作，有的还升了
职，只有闫胜义至今还是科员级别。闫胜
义和妻子李月菊一直过着非常清苦的生
活，到 2010年，闫胜义一家三口连一间自
己的房子都没有，仅有的两万元钱存款，
还是省吃俭用攒下来准备留给儿子上大
学的。

闫胜义说，“在朋友们看来，我这半辈
子没官没钱，混得窝囊，可是我觉得，幸福
与不幸福，要看你和谁比，看用哪面镜子
去照。如果有焦裕禄精神作滋养，能常拿
焦书记这面镜子照自己，你肯定会感到内
心的宁静和充实。能够在基层法庭发挥
出自身价值，能够得到群众认可是我最大
的成就，我很满足。”

凭借一张《进（出）口货物担保验放清
单》，只用 10 分钟，AA 类企业惠嘉进出
口 有 限 公 司 就 完 成 了 所 有 验 放 手 续 ，
3600 多吨脱胶菜籽油便顺利通关并运往
用货工厂。

发生在张家港保税港区海关的这一
幕，让惠嘉公司国际贸易部负责人林女
士喜出望外。由于工厂急于提货，再加
上该批货物数量大、涉及税款多，公司
关务部门尽管已提前做了准备，但心里
还是没底，不知能否尽快通关，以保证
工厂的急需。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通关！”对 AA 类
企业实行“担保验放”的海关新政，让林女

士啧啧称赞，“不仅为企业后续生产争取
了时间，还帮我们解决了流动资金这个大
问题，诚信企业确实得到了实惠。”

据悉，AA 类企业与海关签署《使用
担保验放通关程序责任担保书》后，在缴
清税费或办结其他手续前，企业可凭《进

（出）口货物担保验放清单》向海关先行办
理货物验放手续，实现便利通关。

“海关通关改革是以企业信用管理为
基础，坚持‘守法便利、违法惩戒’的原则，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表示，海关总
署在全面深化分类通关改革的同时，不断
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提高通关效
率、促进外贸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推广，全国海关已
形成以企业守法为基础，按照风险高低对
不同进出口货物实施差别化管理的分类
通关作业模式，即低风险快速放行、低风

险单证审核、高风险重点审核。
记者在无锡海关作业现场看到，电

脑根据报关货物种类、物流信息、企业
信用等自动生成通关货物级别，货物仅
需数秒钟即可放行。无锡海关关长谢国
柱告诉记者，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海关
在不降低整体监管力度的同时根据企业
信用等级，实施分类查验措施，通关效
率有了大幅提升。

目前，58 万多家企业已与海关通关
作业系统实现了互通互联、实时共享，企
业信用管理被广泛应用在海关“事前、事
中、事后”各个监管环节，越来越多的诚信
企业将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越诚信，海关支持服务的力度就越
大。”深圳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跃对此体会最深——因为诚信，他
所在的公司不用像一般企业那样一收到
税单就得交税，长达半个月的缓税期大大

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仅此一项，每年
可为公司省出数百万元费用。

与赵跃不同，深圳海关副关长、缉
私局局长王志更愿意算一笔“大账”：通
过诚信体系的建设，企业贸易不仅更加
便利了，而且运营成本也有了降低；对
于行政机关而言，直接带来的是服务效
率和执法精准度的提高。“走私是打不绝
的，但诚信体系的构建保护了企业的合
法权益，维护了公平公正的贸易秩序，
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
可谓多赢”。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的《关于支持外贸
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完善海
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通过设置更加科
学合理和动态弹性的信用评定标准，让诚
信守法企业都有资格成为高信用企业，让
更多诚信守法经营的中小外贸企业都能
享受到相应的通关便利。

愿做圪巴草 扎根在乡村
——记河南省兰考县法院东坝头人民法庭副庭长闫胜义

本报记者 王 伟

各地海关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政 策 红 利“ 偏 爱 ”诚 信 企 业
本报记者 顾 阳

一辆、两辆、三辆⋯⋯8 月 12 日中
午，站在阿拉山口口岸国门前，记者留心
数了数从哈萨克斯坦开进来的货运卡
车，不到 10 分钟，就有 8 辆。遥望远处，
仍有卡车不断出现在视线里。身旁的铁
轨上，不时有火车拖着长长的货厢呼啸
而过。“365 天不停歇，每天口岸都很忙
碌。”阿拉山口海关党组书记、关长刘卫
说，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铁路、公路、管
道运输三位一体的国家一类口岸，阿拉
山口口岸的过货量、海关税收、贸易额 3
项指标均居全国陆路口岸前列，是我国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向西开放的
重要关口。

新疆博尔塔拉州阿拉山口市对巨
大的过货量既自豪，又感到惋惜：不足
30%的落地转化加工率，让阿拉山口市
更多地充当了“通道”。“这种‘看得到、
吃不到’的滋味真不好受。”阿拉山口市
委常委、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常务副主
任王勇告诉记者，“只有发展产业，吸引
过往物资就地加工转化，或者就地重组
集散，才能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而如何让更多产业落地，一直困扰
着我们。”

随着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的获批投
建，到今年 6 月 18 日正式封关运行，阿拉
山口的困境终于发生逆转。

来到综合保税区，记者看到的还是

个“大工地”：到处是机器轰鸣作响，挖掘
机挥舞着铁臂，运输卡车进进出出，工人
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别看还在建设
期，综合保税区的潜力已经显现。”王勇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封关运营近两
月，已完成过货量 23.17 万吨，还吸引了
18 家企业落户。”目前，区内 17 条铁路专

用线已投用，投资达 4 亿元的基础设施
建设将在年底基本完工。

作为新疆第一个综合保税区，同时
也是全国唯一拥有铁路专用线的综合保
税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将成为承接
我国与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产业互通的
前沿。“这里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区位优

势，是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最核心节
点。向西连接国外资源，向东伸向国内
市场，无论是做物流，还是做加工贸易，
出入方便，成本较低。”王勇透露，落户企
业除了享受综合保税区共有的免税、退
税等政策外，还将享受到国家给予新疆
的优惠。

越来越多的企业“闻风而来”，投资
总额超过 8 亿元的项目不断出现，就连
哈萨克斯坦企业也开始进驻。在保税区
管委会，前来办事的天马行交运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义告诉记者，公
司入驻后单月过货量已达 3 万吨。“丝路
经济带建设激发了口岸机遇，综合保税
区平台越成熟，企业就越活跃。下一步，
我们还将尝试小麦贸易。”

按照规划，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初
期将着力打造油气、农副产品、金属矿产
品、木材、进出口消费品、整车进口等 6
大仓储展示交易中心，争取在今年形成
油气、农副产品、有色金属矿产品、木材
等 4 个现货交易平台。但王勇更希望早
日在集拼货物平台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上取得突破，“跨境电商平台将为建
立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中心创造条件，不
仅提升保税区服务能力，激发口岸及地
区潜能，更有利于促进丝路经济带沿线
地区信息互通、资金互通，在向西开放的
乐章中奏响新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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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一大早，天空放晴，李亚涛轻轻舒了一口
气。“灾区下雨不仅影响洗消效果，一旦发生疫情，也
会随着雨水扩散。”在巧家县包谷垴乡红石岩小学门
口，正在进行洗消的李亚涛说。李亚涛面庞黝黑、身材
精干，佩戴上士军衔。身为第二炮兵抗震救灾部队某部
防化分队代理排长的他，主要负责震后红石岩村的洗消
防疫任务。第二炮兵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李友成向记
者透露，李亚涛先后参加过汶川抗震救灾、西南抗旱救
灾。特别是在 2008 年的汶川抗震救灾中，他在北川县
坚守 100余天，担负大量洗消防疫任务，为确保大灾之
后无大疫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缺乏睡眠，李亚涛双眼布满血丝。背上轰鸣作
响的便携式洗消器，压弯了他的脊背；脚上的一双迷彩
鞋，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自从 8 月 7 日他带着 7 名
队员翻山越岭来到红石岩村，一直没有离开过。地震过
后，红石岩村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李亚涛把队员们分成
两组进行地毯式洗消。他们背负的便携式洗消器，空机
重 30 公斤，加满 20 升洗消液，全重就是 100 斤。只有
在换水、调制洗消液时，才能脱下防毒面具喘口气，洗
消一天下来，个个累得直不起腰。

洗消剂具有强腐蚀性，稍有不慎容易造成皮肤灼
伤。每次调制洗消液，李亚涛都要反复叮嘱队员们注意
安全。由于天气闷热，一会儿的功夫，李亚涛浑身上下
便湿透了。他跺了跺脚，抖了几下迷彩服衣角，弯腰往
上挪了挪便携式洗消器，走向作业地点。

“防疫尖兵”李亚涛
本报特派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杨永刚 吴天喜

连日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医院院长陈本善带领 50

多名医护人员在龙头山镇乐马广场为受灾群众诊疗。带

来的 2 吨多中药材用完后，他带领战士去附近山林里采

摘中药材。图为陈本善在品尝药材。

本报特派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