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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处理环节多，涉及部门也多，办结一起肇事
案件，当事人往往要多次往返，群众意见很大。辽宁省葫
芦岛公安交警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李维学，1996 年从警
后一直工作在事故处理一线，非常理解群众的苦衷，以实
际行动推动警队创新。

2010 年，李维学推动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在事故处
理中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对事故损害赔偿调解进行有益
尝试。到 2012 年，这套调解机制完善成为集事故处
理、勘验定损、保险理赔、人民调解等为一体的“一站
式”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模式。当年，葫芦岛市公安局专
门设立交警事故处理综合服务大厅。所有道路交通事
故，都能在这里一次性解决，极大提高办事效率，方便
群众，保证公平公正。

2012 年 7 月 24 日午后，张某驾驶小型越野客车在经
过新城区国际酒店路口时，不慎与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
相撞。报警后，交警事故处理大队民警迅速来到事故现
场进行勘查。勘查完现场，张某、刘某各自驾车赶到交警
事故处理综合服务中心。在填写完当事人陈述材料后，
民警当场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
场给两车定损，随之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整个事故办
结用了不到 50 分钟。开了 10 多年车的张某非常意外，
他说：“原来损失不大的事故，要到交警、保险公司等多家
部门来回跑，几天都不一定办完。现在‘一条龙’服务，不
到 1小时就办完了。”

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交通肇事逃逸是个危害
大、处理难的突出问题。对此，李维学经过长期摸
索，提出制定 《关于举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有功人员
奖励办法》，充分发挥追逃民警和群众的积极性，成
效明显。2011 年 11 月，一辆三轮摩托将人撞伤后逃
逸。案发后交通事故处理大队通过市交通广播台反复
播发案件情况和举报奖励办法，很快就有群众打来电
话提供线索。民警按线索追踪，将肇事逃逸人抓获。
截至目前，通过群众举报提供线索的方式，大队已侦
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百余起。从 2010 年到现在，辖内
发生的 79 起致人死亡和重伤的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全部告破。

“处理交通事故是分内工作，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如何
预防事故，减少家庭悲剧的发生。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本职工作。”大队长李维学反复
向民警讲清这种理念。几年来，这个大队坚持对每一起
事故的发生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思，找出事故发生的原
因。他们一方面将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通报给有关部
门立项整改，另外还将每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深刻教训
编写成提示性、警示性信息，由葫芦岛广播电视台“交警
直播间”播出，不断提升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他们还经
常应约到厂矿、学校、机关单位等处宣传交通法规和防范
知识，通过真实的案例警醒司机和市民遵章守法，避免悲
剧的发生。

几年来，李维学和同事们还坚持在每一起交通事故
处理后都对事故当事人、受害人双方家庭进行回访，数
量达千余人次。在回访中询问相关情况，征求意见和建
议，发现问题，以不断改进工作；并为困难家庭送去
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对交通事故受害
者中的特殊家庭，大
队实施“结对子”的
方式进行重点帮扶，
坚持常年帮扶的就有
20多户。

辽宁省葫芦岛公安交警事故处

理大队大队长李维学

爱创新的“李大队”
本报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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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侯家庙乡二台子

村，席锐在“农忙宝贝家”陪孩子们读书。

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在二台子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助理的大学生村官席锐，利用村里的活动室和农家书屋

办起了“农忙宝贝家”，在家长下田劳作时照看孩子，带他

们做游戏、看书，解除农忙期间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陈晓东摄

爱心搭起“农忙宝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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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里，有大地最美的诗行；村落
中，有人间最平凡的故事。

从贫穷落后到“富了口袋”

在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象鼻嘴村大
水泉水库，碧波荡漾，吊桥悠悠。山花烂
漫间，风景清幽如画，村民张华初夫妇招
呼着来农庄里吃饭的客人。傍晚 7 时
许，篱下树旁已亮起明晃晃的灯光，把春
天里的树芽竹丫照射得更加嫩绿。牧童
吆喝着牛羊穿过树林回家了，老人熟稔
地打开槽门，好一幅王维笔下的《归耕》
图。

幽幽的绿谷里传来了歌声。“乡亲们
在唱歌呢！”记者和村支书向平华踏歌而
行，不远处，是一片绿树葱郁的开阔地，
篝火烧得正旺。“这是村里的露天赛歌
台，乡亲们在这里歇歇脚，时不时唱上几
句，一天的疲劳也就烟消云散了！”

说起露天赛歌会的来历，向平华说：
“小时候，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时，大人
们总会搬着长条板凳占位置，我们小孩
则捡几块破砖头烂石头去‘占山头’。如
今，露天电影院没有了，于是，村里就在
群山环抱的大水泉边搞了个赛歌舞台。”
天已黑，周边的群山已是一片墨黛，来唱
歌的人越来越多，篝火越燃越旺。

回到 18年前，村里不是这个模样。
1997 年，村里欠债七八十万元，100

多个年轻人离乡背井打工去了，村民希
望向平华带领大家走上幸福路。当年 10
月，29 岁的向平华决定不辜负村民的信
任，放弃在张家界市里红火的生意回村
当支书。向平华刚上任时，就遇到了麻
烦事：村小学改建资金没到位，包工头封
了学校的门，几乎闹翻了天，有人甚至断
言他“这个支书只怕当不到过年”。向平
华就不服这个狠，爱人也知道他是一根
筋，支持他把家里的住房作抵押，东借西
凑了 5 万元支付给了村小学的包工头，
学校终于开了门，家长、孩子安了心。

百姓看村官，不看你有多行，只看你
公正不公正。他在组织清理村财务时，
发现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挪用了村里的
680 元，一脸黝黑的向平华一分不少将
钱追回。再加上他对几件事的公正处
理，村里人开始信任他，鸡毛蒜皮的纠
纷、油盐酱醋的矛盾、扯皮打架的吵闹，
全到他这里求公正。

赢得村民信赖的向平华，继续为村
民办实事儿。大山里坎坷不平的土路变
成水泥路，100%的农户喝上了山泉自来
水；100%的农户家里通了广播；村里形
成了 17 个品种、总面积 2300 多亩的优
质水果业；总面积 1000 亩的无公害订单
蔬菜；10 多个养殖品种的养殖业；年产
150 多万斤的红薯粉、丝食品加工业；还
有服装设计、环保砖制造、花卉苗圃等新
型支柱产业，村集体企业等创造了 200
多个就业岗位，130 多位外出打工者回

家就业了。全村人均纯收入由 18 年前
的不足千元到如今迈过了万元大坎。昔
日贫穷落后且负债累累的贫困村，成了
张家界市的“小康示范村”，成了慈利县
的明星村。

富了口袋又富脑袋

实现了“没有留守孩子，没有空巢老
人，没有荒田荒土，没有失学儿童”的愿
景，向平华做起了“让老百姓富了口袋又
要富脑袋”的梦。

无论雨雪霜雾，象鼻嘴村的每一个
清晨都是被向亮华用广播唤醒的。61岁
的向亮华老人是个退休干部，已回村里
住了 4 年。他告诉记者：“全村 400 来户
1510 个村民，在外面打工的极少，村里
61 个孩子，全部在村里上幼儿园读小
学。村敬老院条件好，但在院里长住的
老人几乎没有，因为村里人都乐意把老
人养在家里，村里四代同堂的有好多。”

向亮华 4 年前从衡阳退休后回到阔
别 40 年的象鼻嘴村。当他发现农村打
麻将成风、文化生活荒芜的情况时，开
始思考怎样让传统文化回归乡村。

当时的向平华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在一座名叫“亮园”的农舍里，记者看
到了一封 2013 年 9 月 20 日向平华写给
全村父老乡亲的“家书”：“多年来一直
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全村 401 户家
庭，钱挣得越来越多，物质生活越来越
丰富，但一些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
间、兄弟姐妹之间、家庭与邻居之间，
吵架斗殴时有发生，本来一件很小的事
情由于双方处理不当，造成夫妻反目、
父子成仇、兄弟结怨，妯娌之间、婆媳
之间如同路人，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该如何使每个家庭都过上和谐、美
满、欢乐的幸福日子？”

向平华认为，“要改变‘富了口袋贫
了脑袋’的状况，必须文化强村。”他与向
亮华一道，开始举办孝道、幸福老年等主
题的传统文化课程,创办了颇具传统文
化特色的幼儿园和文化养老院，组建了
老年艺术团、腰鼓队、龙船队。

村里幼儿园的外围墙上写着“富贵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教室墙壁挂着孔子像，老师正带着孩子
们看 《孔子》 的德育动画片。饭前，老
师带领孩子大声地诵念感恩词：“感恩
党和政府关怀，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
恩老师辛勤教导，感恩同学关心帮助，
感恩农民辛勤劳作，感恩所有付出的
人。”孩子们的品行改变很大。“以前周
末一放假，学校墙上到处是涂鸦，贴在
墙上的展览品没几天就会被撕得七零八
碎。而去年元旦时搞的作品展，一个寒
假过去了，现在还完好无损地张贴在墙
上。”一位老师说。

“陈仕全和张春秀是最早报名参加传
统文化学习班的学员，村养老院修好后，
她们主动做义工，为了让老人和孩子吃上
可口的早餐，她们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得起
床下厨，不领一分钱工资。在象鼻嘴村，
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向平华说。

中午时分，幸福院门前的操场上聚
集了不少老人。79 岁的刘志高从口袋里
掏出一本《精讲弟子规》的书,将书上用
红笔标注出来的内容念给其他老人听。

“村里举办的传统文化课,我一场都没落
下。我儿媳妇上完女德班后，发生了好
大的变化。”聊起儿媳妇的变化，刘志高
热泪盈眶，“她进门 30 多年，从没叫过我
一声‘爸’。上了女德班后，儿媳开口叫
我爸爸了，还经常跑到我这来干活。我

想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老人也很有必要
学，要存好心、讲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刘志高的话得到了在场老人的认同。

81 岁的王全生掏出随身携带的快
板，一段《新世纪、好风光》朗朗上口：“现
在不收农业税，不收上交款，种田的补贴
都是年年按期往下返，这叫乾坤的事儿
颠倒颠⋯⋯幸福路上莫忘党，感谢党的
政策好，吃了甜水思根源，争当做个好公
民，来报党的爷娘恩⋯⋯”这位 67 岁才
入党的老党员深知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一直通过打快板的形式来宣传党
的政策。“我们把好的传统传给孩子，孩
子又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孝道代代传，生
活比蜜还甜。”

记者看到，村里的墙上门楣，都挂着
统一制作的“红牌牌”：“爱党爱国，敬亲
睦邻”。向平华说，“村里开展传统文化
培训后，最大的变化是营造了一种气氛：
爱党爱国、父慈子孝、敬亲睦邻、民风淳
朴。如今，村里户户重教育，老老少少都
在用自己最平凡朴实的行动做优秀传统
文化的守护者、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村里已 10 多年没有发生刑
事案件，近两年连民间纠纷都没有。”

又是一天的早晨，记者要离开象鼻
嘴村了，喇叭里响起了高昂有力的象鼻
嘴村村歌：“象鼻嘴的村庄真美丽，象鼻
嘴的人民心善美，党的路线指引航向，歌
声微笑迎客人⋯⋯”

象鼻嘴村，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村落，全村靠理想和创业从贫穷堆里走出一条幸福路；向平华，一位普通的村支

书，决心种出一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试验田——

象鼻嘴村的幸福故事
本报记者 刘 麟

图① 象鼻嘴村图书馆。 图② 象鼻嘴村村办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课堂上朗读《弟子规》。

图③ 村里的文化墙。 图④ 象鼻嘴村的小学生正在练习书法。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采访劳光荣，印象最深的是挂在他嘴
边的那句话：“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劳光荣是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贺田
村党支部书记。他干的事，可以说样样都
是实事，也是难事。

第一件是“立村规”。直到现在，龙南
山区还流传着 22 年前劳光荣上任之初，
为整治村风民风，立下铁律遏制偷盗山林
陋习的故事。

“那时，龙游县南部山区盗伐林木成
风，村民们都不敢承包经营山林。”劳光荣
回忆说，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召集党员开会，拟定了村里第一条村规民
约：盗伐山林者要请村民看 12 场电影，并
要给 1200多名村民每人一斤馒头。

从 1999 年至今，贺田村再也没有发
生过竹木被偷事件，村民们管理山林的热
情迅速高涨。立竹量如今已高达每亩
160 至 180 根，山林由副业变成了村民的
主业之一。

有了贺田村的示范样板，各个山村纷
纷效仿。据测算，劳光荣此举为龙南山区
农民增收 10多亿元。

去年 3 月，劳光荣又给村里新增一条
村规：竹林山地禁用化学除草剂，违者没
收农药器具，并送给村里每人一斤猪肉。
劳光荣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改善村里的生态环境，留住青山绿水。

劳光荣干的第二件事，还是跟环境保
护相关——在村里实行垃圾分类。

“要改变村民千百年来养成的生活习
惯，说多难就有多难。”劳光荣说，过去，村
民每家门口都有个垃圾堆，苍蝇满天飞。

起初，劳光荣动员村里干部带头清
扫。但一些干部觉得，只有违反村规民
约的人才去清理垃圾，村干部去捡垃圾很
丢脸。面对村干部的顾虑，劳光荣没有过
多解释，独自捡起了垃圾。他始终相信：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干出样子了，村干部们也跟了上来。
但是，光是捡垃圾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村
庄环境。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劳光
荣琢磨着，得从源头上分类。这个“源头”
就是每家每户。

他 把 贺 田 村 划 分 为 5 个 责 任 区 、
23 个 垃 圾 投 放 点 ，要 求 农 户 每 天 上 午
6：00-8:00 将有害垃圾投放到指定点，
农村保洁员每天 9：30 前清运完毕。并为
每个农户配备2个垃圾桶，每月发放10只
垃圾袋，对垃圾袋进行二级编码，一级代
码表示卫生责任区，二级代码表示户主代
号，比如“1区-1”，就是指村书记劳光荣。

垃圾袋编码后，就像是给垃圾袋贴
上了“身份证”，做到了“见袋知人”，
既方便检查农户是否按要求进行分类，
又可检查农户是否按要求定点定时段投
放。这项“垃圾源头分类可追溯”机
制，低成本、可持续、好复制，如今，

在浙江农村已被公认为“贺田模式”，开
始在全省推广运用。

打破旧俗立新规、改变习惯垃圾分
类，劳光荣作为贺田村的当家人，还得为
村里精打细算立“家业”。

这些年，在劳光荣的带领下，村民的
生活富裕了，95%的人都搬进了漂亮的楼
房，但还有两位留守的孤寡老人居住在距
村 15公里之外的敬老院，来往十分不便。

他干的第三件事，就是建老年公寓。
说起来这是件“惠及民生的大实事”，

但干起来实际上是件“跟人要钱的事”。
“一定要让他们在村里安度晚年。”劳

光荣决定要为村里老人建造一座老年公
寓。工程款需要上百万元，他一边四处奔
波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一边发动村民投
工投劳、党员和外出经商者慷慨解囊。

项目开工后，他像自家盖新房一样每
天蹲守在工地跑上跑下。经过 8 个月的
紧张施工，这座集老年公寓、老年活动室、
老年棋牌室、残疾人康复室、卫生室于一
体的大楼终于在 2011 年底封顶。看着自
己多年的夙愿变为现实，想到那些老人有
了“家”，劳光荣喜笑颜开。

目前，贺田村 235 名 60 岁以上的老
人和 59 名残疾人都可在老年公寓享受到
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锻炼身体等。劳
光荣说，“村支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
种责任，能为村民多干点事，是我最大
的心愿。”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贺田村党支书劳光荣：

只想多为村民干实事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徐燕飞

图为劳光

荣在工地

上 干 活 。

（资 料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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