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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 2015 年 10 月 15 日 6 时 40
分，党的十八大代表、山西省阳高县龙
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因连续多日高
强度工作，突发疾病，生命永远定格在
这一刻。

寒冬腊月，《经济日报》 记者冒雪前
往李培斌工作 31 年的阳高县龙泉镇，采
访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领导和群众。
在他们的述说中，李培斌的形象渐渐丰
满起来，他做的每一件事，走的每一步
路，都那样令人崇敬。

一个对党忠诚的人

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崔国红这样说：
“培斌同志工作 30 余载,调解了上千次民
事纠纷，制止了上百次群体性械斗，挽救
了 50 多个濒临破裂的家庭,令 30 多位遭
受遗弃的老人安度晚年、20 多名失足青
年改邪归正、20 多名社区矫正人员迷途
知返。”他评价说，“培斌同志的行为生动
诠释了‘当初入党为什么,如今在党做什
么,身后为党留什么’，他是一个对党忠诚
的人”。

龙泉镇兴隆巷村支书燕续明含泪说：
“我清楚地记得一副悼念培斌的挽联：‘为
百姓鞠躬尽瘁,促和谐青山忠魂’，篇幅虽
短,却字字有声,道出了培斌一生的奋斗
和追求，道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他讲
起一则发生在该村的故事。

1999 年，兴隆巷村一户人家的女儿
因夫妻不和常住娘家,丈夫心怀怨恨。一
天,丈夫带人来到岳父家，要强行带妻子
回家,并与岳父家人发生激烈冲突。李培
斌得知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七八
个青年正手持木棒等器械与这家人对峙,
气势汹汹。见李培斌来了，几个青年威
胁他说：“你别多管闲事,小心收拾你。”
李培斌镇定地说：“我是司法所的，这事
必须管。”一句话把这群青年的气势压了
回去。“这样的纠纷，培斌解决了很多。
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燕续明说。

走进李培斌的家，很难想到这是一
个司法所所长的家：家具很少,院子里仍
堆放着砖头和木料。这 3 间平房是李培
斌生前借钱建起来的，厕所还没有完全
建好,仅用铁皮围成小圈，里面放只塑料
桶。大大小小七八个腌菜缸占据了家中
不少空间，妻子杜润梅说：“冬天买新鲜
的蔬菜太贵,就早早地买菜做成腌菜,吃
的时间也长。”

杜润梅随丈夫辗转多地,租房子住了
28 年。在亲友的反复劝说下，他们才建
起了现在的 3 间房屋，共花费 6 万余元,
其中的 5 万多元是跟别人借的,至今尚未
还清。

多年来,李培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
巴的。2012 年，他当选党的十八大代
表，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去参
会。李培斌常说：“我是一名党员，不能
贪，不能占。从我入党那天起，我就给
自己定了这样一条规矩。”

一个为民服务的人

山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闫喜春说: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干警，李培斌对百姓
疾苦了如指掌。他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
迹,却在平凡中见真情。”

龙泉镇富贵村 79 岁的孤寡老人袁桂
如，至今仍住着几十年前的青砖房,院墙
破烂不堪。“老伴和四个儿子都去世了,培
斌是我唯一的亲人⋯⋯”话没说完,袁桂
如就老泪纵横。

袁 桂 如 和 李 培 斌 相 识 于 8 年 前 。
2008 年，老人的二儿子刑满释放回家,却
因患病被老人拒之门外。原来,袁桂如生
活十分艰难,无力再照顾患病的儿子。“儿
是娘的心头肉,我也不愿不管他，可家里
实在有困难啊!”听了老人的讲述,李培斌
鼻子一阵阵发酸，决定帮老人解决困难，

“您先让儿子进家,生活困难我来想办
法”。李培斌积极奔走，为老人的儿子解
决了 3 万元医疗和生活费用，并帮助这对
母子办理了农村低保手续。4 年后的一
天，袁桂如突然打来电话说儿子去世了。
李培斌冒着零下 20℃的低温，立即赶到
45 公里外的袁桂如家，张罗老人儿子的
后事。

“知道培斌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哭了
半宿。”袁桂如哭着说：“这些年，都是培斌

照顾我。他怎么就走在我前面了呢？”
64 岁的荆万峰看着李培斌的遗像

说：“李培斌是我在农村工作 40 多年来见
过的最好的基层干部。他在我们村蹲点
8 年,帮我们打井、盖大棚，真是我们的贴
心人啊!”

2014 年，龙泉镇青松堡移民新区进
行新建大棚分配工作，可村民们互不相
让，大棚分配陷入僵局。镇里派李培斌处
理此事。他走家串户，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制定
出“以村分片，抓阄排序”的分配方
案，得到全体村民的认可。在他的主持
下，大棚分配工作顺利完成。之后，有
人问李培斌：“这么难的事，你咋那么快
就解决了？”李培斌说，“只要公平、公
正、公开，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就没啥
难解决的事情”。

阳高县司法局司机高天河说，“有一
年下大雨，一个村的大棚夜里被淹了，
村民很激动，吵闹着要赔偿。培斌大哥
实地考察后，二话没说，拿起一个桶，
挽起裤腿就向外舀水。在他的带动下，
党员干部纷纷走进地里一起舀水。村民
们也动起手来，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李培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民服务
的人。虽然家境困难、住着陋室、吃着
腌菜，但近几年,他自筹资金数万元建起

“龙泉镇社区法律服务站”，在全镇小学

开办了“校园法律服务专栏”，规范法律
服务阵地。

一个爱岗敬业的人

大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卫国
说：“培斌同志在工作中冲在前面，不讲
条件、不计代价，他是一个爱岗敬业的
人。”

走进李培斌的办公室，记者看见，一
本记了一半的学习笔记摊开放在桌上,一
个血压计和一包降压药堆放在一旁,一起
待调解的纠纷当事人电话被工整地抄录
在台历上。“2015年 10月 14日中午,一个
养猪场发生一起纠纷,想请李所长去调
解,李所长承诺次日上午去解决纠纷。没
想到，这成了永远不能兑现的‘承诺’。”龙
泉司法所司法助理员鲁学虎说。

阳高县科教局局长高桂德至今无法
接受李培斌已经去世的事实：“我和培斌
认识 10 多年了,是朋友加兄弟。”2003
年,高桂德任马家皂乡党委书记,李培斌
在乡司法所工作。“全乡 1.4 万多人都认
识他,都叫他‘李司法’。”高桂德说，“李培
斌调解案子很有一套，别人解决不了的案
子，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就能案结事了。
李培斌对工作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总是
第一个冲上去”。2006 年，高桂德任龙泉
镇党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挖人”，
把李培斌调到龙泉司法所任所长，“这里
更需要他,龙泉镇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龙泉稳则阳高安”。

调解纠纷必须了解民情。每到一个
地方，李培斌都走街串巷，跟群众唠家
常。谁家庭不和，谁邻里紧张，他都心
中有数。在近 30 年的调解生涯中，李培
斌逐渐摸索出一套“人民调解十法”：用
情感染法、以柔克刚法、先守后攻法、
正义震慑法、亲情促动法、群众抨击
法、稳定大局法、感化教育法、诚信担
保法、类同案推代教育法。如今，这套
调解法则已在山西省司法系统推广。

李培斌还总结出“三心三勤”的经
验。“三心”，就是要有换位思考的同情心、
高度负责的责任心、把小事情当大事业做
的事业心。“三勤”，就是耳勤、嘴勤、腿
勤。有了这“三心三勤”，再灵活运用“人
民调解十法”，再大的疙瘩都能解开。

山西省司法厅原厅长王水成说，“李
培斌在化解上访矛盾时,先从聊天开始,
用朋友式的谈心、交心进行疏导，使当
事人感到温暖,进而再化解他们思想上的
问题。他十分关心当事人，注重后续回
访,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李培斌去世的噩耗传出后，跟他熟
识的领导、同事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
悲痛万分。他的好友、县文联主席余跃
海连夜写下这样一首诗：“知道你的人
都说你不赖，了解你的人都说你实在。
坦荡无私，真诚正派，你的品德赢得人
们赞美。受你帮助的人你都说应该，靠
你扶持的人你都说无悔。对党忠诚，鞠
躬尽瘁，你的生命短暂却很精彩⋯⋯现
在你虽倒下，但精神却在群众心中挺立
起来。为人正直，终身勤快，办事公
道，无私无畏；你的美德将永远印在我
们脑海。”

一心为民的“李司法”
——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追记

本报记者 刘存瑞

21 年来，他穿烂 150 多双解放鞋，跋
涉 36万多公里；骑坏 5辆自行车、3辆摩托
车；没延误一个班期，没丢失一封邮件，投
递准确率百分之百；救活“死信”268封，做
好事 560余件，投送邮件 510万余件。

由于工作出色，他先后获得“全国邮
政系统先进个人”“湖北好人——最美乡
村邮递员”等荣誉称号，他工作的邮路也
被称为南河岸边的“爱心邮路”。

他就是湖北省保康县寺坪邮政支局
乡邮员黄德印。

跋涉 36 万公里

1995 年，23 岁的黄德印接过邮包，背
上 40多公斤重的邮件，揣上干粮出发了。

山连山、峰连峰的“邮路”上，其实根
本没有路。首趟邮路走下来，一双崭新的
解放鞋就穿破了，双腿也被山狗咬了４个
伤口。黄德印没有想到，当一个乡村邮递
员不仅要面对陡峭山路的凶险、毒虫猛兽
的攻击，更要面对无边无际的孤寂。

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渴了喝几口
山泉水，饿了啃几口方便面，累了就在路
边躺下，他因此落下严重的胃病和风湿性
关节炎。邮路上，他不知多少次和凶猛的
野兽相遇，几次差点被咆哮的山洪夺走性

命。工作如此平凡，环境如此艰苦，但他
勇往直前，用双脚走了 36万多公里山路。

救活“死信”268 封

在寺坪镇，一提起黄德印，人人都竖
大拇指，称他为“群众的贴心人”！

2006 年，黄德印收到一封来自美国
的挂号信，收件人是寺坪镇李家湾村张正
发。黄德印跑遍李家湾村，却查无此人。
根据规定，他可以退回处理。但他想：“从
大洋彼岸飞过来的挂号信，一定有着不寻
常的意义！”此后，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
有空就到寺坪镇打听。经过 7 天的查找，
他终于找到早已搬迁至外村的张正发。
张正发收到这封信时热泪盈眶：这是他在
纽约定居的女儿传回的第一封家书。

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日子里，黄德
印更忙了。他知道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
一张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什么。“我决不能
耽误孩子的前程！”2007 年 8 月的一天，为
送一封“查无此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他
跑了六七天，打了数十个电话，终于在管
辖外的一个区域找到这名考生。

21 年来，他救活了 268 封这样的“死
信”。“我的一点点付出，能给老百姓带来
幸福，这样的事值得去做！”黄德印说。

做好事 560 余件

为帮助群众解决更多困难，黄德印刻
苦钻研农技和畜牧养殖知识。他说：“有
时从报刊或书籍上看到一些资料，我就记
下来，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

去年 10 月的一天，寺坪镇樟木沟村
民褚宗新养殖的生猪集体发病，有的兽
医怀疑是饲料中毒，有的怀疑是蓝耳
病。大家犹疑不决时，黄德印带着笔记
本和资料上门了。经过一番比对，他认
定生猪患的是流行性腹泻，让褚宗新停
喂饲料一周，适当放养，果然奏效。褚
宗新感激地说：“要不是黄德印送来的这
些资料，我的损失就大了，我从心里感
激他。”

2009 年起，黄德印资助了寺坪镇中
心小学的 7名特困生，每年资助费用 2000
多元，并承诺一直帮扶到大学毕业。

退休干部何明亮这样说黄德印：“十
几年来，小黄就像我的儿子，为我取钱、存
钱、送肥料、送种子，什么都干！”

黄德印说：“把服务做到百姓心里，让
大家满意，再苦再累也值得！”

据不完全统计，在邮路上，黄德印做
了 560余件好事。

送达邮件 510 万件

在农村，留守的妇女和老人日益增
多，乡亲们出门办事很不方便，怎么办？
黄德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赊购了一
辆摩托车，为邮路上的群众代办证件、缴
费等；把山货驮下山，变成现钱，再把急用
的生产资料、日用品运上山，送到家门口，
摩托车成了乡亲们的“流动超市”。

2009 年，黄德印当选为湖北省邮政
系统劳动模范，他用获得的 5000 元奖金
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他说，“用三轮摩
托车捎货更方便”。

如今，不管在哪个投递点上，只要“一
长两短”的摩托车喇叭声一响，村民们就
知道黄德印的“流动超市”来了。

“每次我把报纸和邮件交给乡亲们，
他们就高兴得像过年。我这时就特别幸
福，觉得自己是一个少不得的人！”黄德印
说。

21 年来，黄德印累计送达报刊、邮件
510 余万件；代办各种证件上万件；送达
汇款 1200多万元。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黄德印把忠诚写在了大山的褶皱之
中，把对乡亲们的挚爱镌刻在南河岸边。

南 河 岸 边 的“ 爱 心 邮 路”
——记湖北省保康县寺坪邮政支局乡邮员黄德印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陈泉霖

年过八旬的宁宏昌是
江西省崇仁县政协退休干
部，一家 12 人中有 8 人是
共产党员。多年来，他立
家训、树家风、严家教，以
德立家，以爱传家，教导儿
孙 为 党 增 辉 。 2015 年 5
月，宁宏昌一家被授予“全
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 共 产 党 员 永 不 退
休，我要多为人民做些实
事，不枉党这么多年的培
育。”宁宏昌的话铿锵有
力，语气坚定。作为一名
有 60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
他始终铭记党员的本质是
奉献，而不是索取。

2008 年四川汶川发
生特大地震，宁宏昌从电
视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心
急如焚，召集家人开了一
次特殊的家庭会议，并带
头捐款 5600 元。在他的
带动下，全家共捐款 1.3
万余元。玉树、芦山、鲁甸
地震时，他又各捐出 1000
元。

2012 年，在党的十八
大召开之际，他向组织一
次性交了 5000元“特殊党费”，并从 2013年起，每年上
交 1000 元“特殊党费”，以资助贫困党员。当得知崇
仁县在建设饮水工程时，他又捐出了一个月的退休金。

对于在报纸上结识的“远亲”，宁宏昌同样用春
风般的爱温暖着他们。2012 年 7 月，他在报纸上看
到“新余一清华博士欲休学救父”的消息，当即顶着
炎炎烈日，几经周折汇去 1000元⋯⋯

2002 年 4 月，72 岁的宁春莲带着 8 岁的养女敲
开宁宏昌的家门，号啕大哭。原来，宁春莲老伴去
世，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艰难。老人四处求助
无果，整日以泪洗面。听说“老宁”是个好人，母女
俩便找来了。

之后的 8 个月里，宁宏昌为宁春莲母女奔走 40
多次，帮助她们办理户口和低保，解决养女的上学问
题⋯⋯这一帮就是 14 年：天寒送衣、送木炭；节日
送油、送肉、送钱，直到宁春莲老人女儿出嫁，宁宏
昌把老人安置到福利院。今年 85 岁的宁春莲，说起
宁宏昌就感动得直哭：“他和我同姓，却非亲非故。
要不是他，我这一家早就没了。”

宁宏昌用自己的言行绵延爱的力量。据统计，这
些年，他和老伴先后捐资捐物帮助了 40多人。

宁宏昌今年 82 岁，老伴陈秋英 81 岁，膝下两男
三女。相濡以沫走过 60 多个春秋，宁宏昌夫妻用彼
此的坚贞守望，同迎生命中的灿烂晚霞。

宁宏昌夫妇出身都很穷苦。为了生活，宁宏昌婚
后便去遥远的县城工作，留下妻子一人抚养教育子
女、侍奉公婆。宁宏昌曾任常务副县长、政协主席，
妻子是个家庭主妇，两人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相隔两
地的两人却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和谐。宁宏昌父亲病重
期间，都是妻子服侍。父亲逝世时，宁宏昌因交通和
通讯极不方便，未能及时赶回家送终，又是妻子在家
打理一切。每每想起此事，宁宏昌都感动得落泪。

宁宏昌以德立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用
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引领家风，要求家庭成员为官“奉
公勤政,毋蹈贪黩”。

人人都有家，百姓家是小家，千千万万个小家组
成国家，国家是大家。只有千千万万个小家家风好、
家庭好，国家才会好。宁宏昌说，“家庭家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我愿在耄耋之年继续带好家风，建好家
庭，为建设好国家尽一份力”。

江西省崇仁县政协退休干部宁宏昌

：

以德立家

以爱传家

本报记者

吴佳佳

▲ 李 培 斌（右

二）深入现场解决群

众土地纠纷。

史 亮摄

▲ 李培斌在全国法制

宣传日期间，为阳高县群众

发放法制宣传资料。

史 亮摄
◀ 李培斌（左二）在群

众家里现场调解纠纷。

（资料图片）

宁宏昌（右）到敬老院看望宁春莲老人。朱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