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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牧民口中的“包青天”，又是他们
的好安达（蒙语，意为挚友）；他默默奉献，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廉洁自律，把
心交给了草原人民。他就是内蒙古自治
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潘志荣。

“蒙汉活字典”

潘志荣今年 53 岁，是达茂旗人民检
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派驻满都拉镇口岸
检察室兼石宝镇检察室主任、一级检察
官。在达茂旗检察院，他被称为“蒙汉活
字典”。

达茂旗检察院是包头市蒙语诉讼基
地。由于内蒙古各地的蒙语有许多不同
之处，在和当事人交流时，一些年轻法官
常感觉沟通有障碍；而在写法律文书时，
也常会遇到不知某个法律概念如何翻译
成蒙文的情况。每当这时，他们就会向
潘志荣请教。

曾 在 满 都 拉 镇 口 岸 检 察 室 当 过 内
勤的苏德莫日根，对于牧民和牧区所
知甚少，跟潘志荣到牧区工作时，苏
德莫日根不知道该干什么，牧民说的
又 是 夹 杂 着 方 言 的 蒙 语 ， 他 听 不 懂 ，
因而时常出错。“潘老师总是耐心给我
解释错在哪儿，下次要注意什么。最
让我佩服的是，无论把专业术语翻译
成蒙文，还是把蒙语中的民俗词语翻
译成汉语，在字典里都找不到的，去
问潘老师，他总能给出准确答案。”苏
德莫日根说。

潘志荣到达茂旗检察院工作后，发
现原来会的蒙语无法准确表达法律术
语，解释法律内涵和逻辑关系。于是，
他开始自学法律方面的蒙语书籍。一本
出版于 1985 年的《蒙汉字典》被他翻得卷
了边，没了书皮。字典翻烂了，他也成了

“活字典”。

贴心的“一叫通”

村里新建房屋的质量过不过关；嘎
查里的那口井今天打出水了没，不行的
话还得再联系下水利部门；牧民朝克图
家还有几天能搬进新房⋯⋯这些事情，
潘志荣无时无刻不记在心里，并一件一
件地去落实。

草原上的岔路多，牧民住得又分散，
稍微走错个岔路，可能就偏差十几甚至几
十公里。潘志荣方向感并不好，“很多人
不论到哪儿，走一遍就能记住路，我脑子
里没有那么好的‘罗盘’，很多时候走过三
两 遍 的 路 也 记 不 住 ，只 能 找 个 大 概 方
向”。可就是这个不认路的潘志荣，30 年
来走遍了达茂旗 1.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2 个苏木、乡、镇，77 个嘎查和行政村，巡
访 牧 场 牧 点 厂 矿 企 业 980 多 个 ，走 访
3400 多户农牧民，并在长达 8.4 万余字的

《民情日记》里，一条一条地记下农牧民的

意愿。
潘志荣的检民联系卡正反面分别印

有汉语和蒙语两个版本。这张跟名片差
不多大小的卡片，虽然制作简单，却与
农牧民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我保证 24
小时开机，他们只要有事，随时可以联
系到我。”潘志荣说，他手机里存有 300
多个农牧民电话，每年接到农牧民的各
类诉求电话将近 200 次，被称为贴心的

“一叫通”。
一天，潘志荣正要出门时，电话响

了。这个电话是嘎查牧民巴特尔打来
的，说是怀疑新村住房工程质量有问
题。潘志荣马上联系监理公司技术人
员，并迅速赶到施工现场。发现施工过
程中确实存在问题后，他让监理立即解
决问题，保障工程质量。

这些年来，潘志荣共承办 613 起案
件 ， 其 中 ， 办 理 审 查 批 准 逮 捕 案 件
412 件，公诉案件 149 件，参与办理反
贪 案 件 11 件 ， 参 与 办 理 反 渎 案 件 7

件，立案监督案件 27 件，审判监督案
件 7 件。

“有大家没小家”

三次到距百灵庙镇 90 公里的犯罪嫌
疑人家里释情说理，为每月仅有 500 元
收入、已经 70 多岁的老阿妈追回 7000
多元的养命钱⋯⋯潘志荣化解矛盾纠纷
近百起，解决了大量涉及农牧民切身利
益的问题。每次到基层巡访、办案，他
都自带饭菜，即使在农牧民家里吃顿家
常便饭也要付费。

孝敬老人、关爱兄妹，潘志荣也尽
心尽力地照顾好自己的“小家”。然而，
在妻子杨淑梅眼中，潘志荣又是“有大
家没小家”的工作狂。

2007 年，杨淑梅到包头市区参加
培训期间，因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抢 救 。 她 的 同 事 拨 通 潘 志 荣 的 电 话 ，
可潘志荣说正在调查一个案子，去不
了医院。

住院治疗两周后，杨淑梅带着满腹
怨言回到了家。就在开门的一瞬间，她
看见丈夫正双手抱膝蜷缩在椅子上。她
意识到，丈夫的风湿病又犯了。顷刻
间，泪水、怨气都化作不忍和心疼。

包容这个词伴随着杨淑梅和潘志荣
近 30 年的婚姻生活。30 年前，当潘志荣
告诉杨淑梅，单位分配的房子让给了别
人，要在检察院简陋的门房里凑合结婚
时，她默默地包容了；15 年后，当他们
贷款买了房子，潘志荣把偿还贷款的担
子交给她时，她默默地包容了；当潘志
荣一次次掏钱资助农牧民时，她也默默
地包容了。

“嫁给‘工作狂’，不包容又能怎么
办？毕竟他在大事上做得不走样。”杨淑
梅说。

把 心 交 给 草 原 人 民
——记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潘志荣

本报记者 李万祥

11 月 30 日早上 8 点，初
冬的暖阳刚刚从枝头爬起，
透过窗户照进一个无声的世
界：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三联特殊教育学校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教室里，十几个
孩子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全
神贯注地盯着黑板。正在黑
板上写字的是一位慈祥老
人，每写完一个字，老人都要
转过身用手语跟孩子们“交
流”。

这位聋哑残疾老人名叫
何兴武，今年 73 岁，是这所
学校的校长。学校里 26 名
学生和 5 名教职工，几乎全
是聋哑人，学生中最小的只
有 6岁，最大的已经 27岁。

“我父亲 1994 年就创办
了这所特殊学校，他自己是
残疾人，对于那些残疾孩子
的处境感同身受。他想教他
们勇敢面对生活，说这是孩
子们的权利。”何兴武的大儿
子何彪，是整所学校里唯一
能正常说话的人，也是整个
学校的“外交官”，负责学校
的对外事务。

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
每年只有过年时才放假回
家。何兴武和老伴一起照顾
孩子们的起居，教他们手语、写字等。老伴还负责孩子
的食宿，并帮年幼的孩子洗衣服。

“我在这个学校呆了 4 年了，何校长跟我们同吃同
住，还常常跟我们一起做游戏，我最喜欢玩‘老鹰抓小
鸡’了！”11岁的余志玟用手语比划着“说”起何校长。

1996 年退休后，何兴武和老伴将退休工资都用在
这项特殊教育上。由于接收的大部分孩子家境贫寒，
学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每个孩子平均每天收 10
元钱，这些钱包括学费、伙食费、住宿费。对于非常贫
困的家庭，学校还减免学费。

学校运营并不顺利，前前后后搬过五次家，多是因
为负担不了办学场所所需的费用。近几年，由于政府
部门和爱心人士的帮助，学校的运营才趋于平稳。

尽管办学并不容易，但令人欣慰的是，自办学起，
已经有 300名孩子毕业，他们在这里不仅学会了识字，
还学会了自强和自立。“虽然我听不见，但我未来要养
活自己。何校长常常告诉我，要学会一门手艺。”27 岁
的潘强握着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独立”这个词。

孩子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何兴武从来不放
弃任何一个聋哑孩子，“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能在社会
上立足，这就是我办学的目的”。何兴武的目光里透着
坚定。

在这条特殊教育的路上，何兴武已经坚持了 21
年。“您都 70 多岁了，打算再干几年？”面对记者的
提问，何兴武有着自己的坚持：“只要孩子愿来，我
会一直办下去。”

江西省南昌市聋哑老人何兴武二十一年来坚持办特殊教育

—
—

让聋哑孩子自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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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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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淑敏

何兴武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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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村是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一个

多民族聚居的村寨，全村 154 户分布在崇山峻岭中。

2014 年 11 月，村寨中 20 名妇女自发组建了“妇女之

家”，带动全村种植百香果、金橘等经济作物 400 多

亩。此外，她们平时还利用闲时积极帮助村民排忧解

难。一年来，她们共参加 2100 多次义务活动，成为大

山中一道特别的风景。

图为“妇女之家”的成员正在帮村民看管小孩。

（新华社发）

大山深处的“妇女之家”

张素丽名如其人，素雅秀美，说话
温柔，热情大方,你很难想象她就是那
个三下就能把直径为 10 毫米的钢筋截
断的人。

可当随她走进弥漫着一股机油味道
的车间，看着她忘我地埋头工作时，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的形象立刻浮现在眼前。

作为一名女职工，在男职工占绝对优
势的装备制造企业里，她是如何取得如此
骄人成绩的？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
了中国中车集团洛阳机车有限公司金工
车间女工张素丽的精彩世界。

一场与男钳工的“较量”

张素丽在工作上很“倔”，认识她的人
都这么说。

16 岁时，张素丽走进洛阳机车工厂
技工学校学习钳工专业。对于一个花季
少女来说，钳工专业的学习相当单调而乏
味。在实习课上，由于体力上的弱势，女
孩子成绩普遍不理想。可张素丽就是

“倔”，为了取得好成绩，她每天都练得手
臂酸痛，虎口淤青，手长水泡。功夫不负
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她可以三下就能截
断直径为 10毫米的钢筋。

知道了张素丽的好成绩，班里的女
同学决定跟男同学进行一场比赛，灭灭
他们的威风。男同学根本不把她们放在
眼里，爽快地答应了。

比赛时，男同学的最好成绩是四下
截断钢筋，当他们看到张素丽只需三下
就能干净利落地截断钢筋时，面面相
觑，惊叹不已。这次非正规的比赛对张
素丽影响很大，这是她第一次在实践中
战胜“男选手”，从此坚定了刻苦赶超强
手的决心。

从技校毕业后，张素丽进入洛阳机车
厂转向架车间当了一名内燃机车钳工。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一股不服输的“倔”
劲儿，她很快从工作一线脱颖而出。

后来，她调到金工车间从事模具工
作。模具钳工主要是手工作业，从模柄到
底板，每一个组件都需认真分析，弄清其
作用及相互关系。她认真研究每个工艺
程序和工艺制作方法，技能日益提高。当
一个又一个成品从模具里诞生时，张素丽
的内心总是充满欣喜，她觉得钢铁都是有
生命的，而她要对这生命的质量负责。

在日常工作中，张素丽爱思考、勤动
手，加上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她在工厂组织的钳工比赛中总是名列

前茅。
1994 年，她代表工厂参加中南区技

术比武，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
素质，获得钳工高级组第一名，晋升为当
时工厂最年轻的钳工青工技师。2003
年，作为 40 名钳工选手中唯一的女选手，
她代表机车厂参加南车集团职业技能大
赛，以超强的技艺、过人的本领，在比赛中
获得第一名。2004 年，她三喜临门，1
月，被评为“张玮式职工”；4 月，荣获中国
南车集团“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2 月，获
得第七届中华技能大奖。2007 年，她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关键时刻勇挑重担

在中车洛阳公司转向架车间，处处可
见巨大的机车车轮、车架。车间角落里，
一个小小的牌子上写着“张素丽技能大师
工作室”几个字。

2011 年 12 月，张素丽技能大师工作
室在中车洛阳公司成立，这也是全国首批
50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说是工作
室，其实就是我和其他 6 位同事一块探讨
技术问题的地方。”张素丽笑着说。

工作室里有张洪建、徐伟、李勇等一大
批钳工名将，张素丽出任工作室主任。

工作室为解决同事们在生产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年 5 月
初，新应用的一款进口制动器出现不制
动等问题，部件车间的工友需要拆解、
维修这台制动器，却怎么也拆不了。跟

往常一样，工友们习惯性地找到张素丽
工作室。

没有图纸，没有技术资料，将制动器
返厂维修又耗时太长，怎么办？“试试，一
点一点拆。”张素丽说。

整整一个下午，这儿敲敲、那儿打
打，这个生日蛋糕大小的制动器终于被
完好拆开。

不久，同款的另一个制动器出现漏
风现象，可怎么也检测不出问题出在哪
儿。张素丽仔细摸了几遍制动器的缸体
内壁，发现有一处非常细小的划伤。工
人们修复划伤，再进行组装后，制动器
果真不再漏风了。

“攻克技术难题，有时候就是解决‘差
一点’的事儿。”她说。

作为公司唯一的首席机修钳工高级
技师和机械装配工作室主任，张素丽主持
和参与了多项技术改造，不仅提高了工作
效率，还为公司创造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甘做人梯育芬芳

工作室目前共有 7 人，都是不同车间
的技术骨干，各车间遇到技术难题，他们
都会赶到现场，运用自身的过硬技术和丰
富经验“救急解难”。

好的带头人，换来的是整体技能水平
的提升。2010 年的一场技能大赛，让张
素丽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作为技术指导
的她比参赛者还要紧张，因为她的徒弟、
公司柴油机车间女员工郭玉茹也在参

赛。作为唯一一名闯入钳工组决赛的女
选手，郭玉茹沉着冷静，不畏强手，摘得钳
工组第一名的桂冠，被授予“洛阳市技术
能手”和“2010 年度洛阳市优秀首席员
工”称号。同年 9 月，郭玉茹代表洛阳市
参加河南省第三届职工技术运动会，获钳
工组决赛第三名，被授予“河南省技术标
兵”称号。

多年来，张素丽以工作室为平台，先
后进行办班授课、现场指导、答疑解惑、技
术监督等工作，为公司培养技术人才。同
时，她还抽出时间到洛阳市多所技校介绍
经验、传授技艺，为洛阳市职工技术运动
会担任裁判员，为社会技术力量的培养作
出贡献。

近两年，张素丽工作室带徒 31 人，其
中 7人取得高级技师证书，11人取得技师
证书，21 人取得高级工证书。工作室先
后完成创意改善工作 46 项，申报专利 2
项，完成了京沪高铁Ⅰ、Ⅱ型轨道模板及
新型轨道检测探伤车转向架等高精尖产
品的制造装配工作，成为攻克生产经营实
际难题的突击队。

巾 帼 不 逊 须 眉
——记中国中车集团洛阳机车有限公司女工张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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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张素丽（右）跟同事探讨业务。

图② 张素丽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图③ 张素丽在认真工作。（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