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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冬天，81 岁的刘金铭跑遍北
京几大医院打听51岁的孙凤鸣。

刘金铭是人见人躲的“老上访”，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
副院长的孙凤鸣称他为“老大爷”。2012
年，孙凤鸣曾拉着刘金铭的手说，“对不
起啊大爷，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一定
督办，尽早给您满意的答复”。后来，孙
凤鸣会同相关部门一一过问、核实、协
商，终将老人的问题圆满解决。听说孙
凤鸣住院了，老人辗转多日，终于在解放
军总医院给“好官”送去了偏方。

2015 年 2 月 16 日，积劳成疾的孙凤
鸣走了，刘金铭老泪纵横。

“只为不负那片天，看
一眼那样的蓝”

1983 年 8 月 20 日，孙凤鸣从内蒙古
坐火车到北京，又从北京坐火车去西宁，
再从西宁坐汽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大
学生接待站又等了十几天，最后坐了 4
天汽车去拉萨，前后 22 天才到了西藏。
他在西藏寄往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乌
兰哈达苏木的第一封家书中写道，“强烈
的高原反应、肆虐的狂风暴雪、坑坑洼洼
的便道、污水稀泥的沼泽，威胁来自四面
八方，可我们心里没有恐惧，倒觉得很有
诗情画意”。

当年的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更
何况孙凤鸣还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
生。他说：“怀揣着青年人的热情和理
想，我毅然决定进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那时的拉萨只有一个理发店、一个
饭馆、一个澡堂。当时和孙凤鸣同在西
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的白玛次
西回忆，孙凤鸣特别能吃苦，他的宿舍没
有暖水瓶，每天早上到食堂吃完饭多买
一大碗稀饭带回来当水喝。通过白玛次
西的介绍，同在西藏公安厅工作的卓嘎
和孙凤鸣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卓嘎说，
当时西藏的住宅没有取暖设备，到了冬
天，家里四壁积着厚厚的冰。孙凤鸣就
在这样的条件下裹着被子“爬格子”，手
上、脚上都是冻疮。有一次她不在家，孙
凤鸣插着电褥子写材料，凌晨两点多因
疲惫过度睡了过去，结果褥子烧穿了才
把他烫醒。

在西藏的 24 年，除了当时不通公路
的墨脱，孙凤鸣走遍了西藏的每一个
县。遇上刮风下雨下冰雹，他们就蜷在
车里；没地方住就在庙里留宿，没饭吃就
啃方便面；汽车陷在泥泞道上，几个人只
能用手拼命往外推；几个月洗不上澡，有
任务几个月回不了家。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研究室、
法制处等部门办公室，夜深不熄的灯光
见证了孙凤鸣的忙碌，科长、处长、办公
室主任、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职位的变
迁证明了孙凤鸣的成长。在西藏工作期
间，孙凤鸣多年担任反分裂斗争一线指
挥员，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
稳定抛洒汗水。他组建了西藏公安指挥
中心，组织开展了“开门大接访”活动，推
动 西 藏 公 安 信 息 化 建 设 取 得 跨 越 式
发展。

当年高考作文满分的孙凤鸣对西藏
爱得那样沉醉。他用诗篇礼赞他的第二

故乡：“只为不负那片天，看一眼那样
的蓝。”

“公平正义是法官一
生的追求”

在援藏 8 年服务期满时，面对很多
一同援藏的人们陆续离开，孙凤鸣没有
动摇，继续坚持在这片令他魂牵梦绕的
高原上奔波。有一次，从西藏回北京开
会，他因身体不适被送到了阜外医院。
主治医生十分震惊：“这是一颗典型的西
藏高原心脏，每分钟跳动只有四十多下，
需要住院接受治疗，否则情况可能进一
步恶化。”2007 年，由于身体原因，孙凤
鸣调回了内蒙古公安厅。

2012 年，孙凤鸣调到内蒙古高院工
作。一句“回归的感觉真好”，表露了他
作为法律人对审判工作的热爱。同事们
至今都牢记他的座右铭：“依法审判是法
院最大的政治，公平正义是法官一生的
追求”。

初到自治区高院工作的孙凤鸣，就
分管了信访这一老大难工作。在深入调
研和与同事们反复商讨的基础上，他摸
清了全区法院信访案件底数，提出在全
区法院开展涉诉信访“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实践证明，他所推行的“集中攻坚、
专项推进、全员参与、协同作战”等措施
实用、有力。在全体干警的努力下，中央
和自治区交办的 497 件案件、各盟市自
查的231件案件全部化解。

孙凤鸣分管刑二庭以来，突出打击
经济犯罪和重大职务犯罪等重点工作，
依法审结了涉及群众人数多、社会影响
较大的被告人苏某某集资诈骗案等一系
列非法集资案件，众多受害群众专程给
高院送来锦旗。在校友郭连恒的眼里，
凤鸣学长不办人情案，秉公执法。“我曾
因一起申诉案件找过他。他看完相关材
料后，认真分析案情，并要求立案庭工作
人员秉公办理。”

“如果再给我十年时
间，我一定会活得更精彩”

当孙凤鸣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他
给妻子写了一首诗：这个世界太大，我不
忍心丢下你一个人走。在你彷徨无助的
时候，我会陪着你，找到回家的路。不管
前面的路还有多远，也不管路上有风有
雨有迷雾，我只愿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
天尽头⋯⋯

在儿子晋美次旺的记忆中，孙凤鸣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找他倾诉。在他
小时候，交通很不便利，可每一次过年，
父亲都会带着他和母亲踏上回乡之旅。
他们从拉萨出发，在成都经停，父亲会去
百货大楼给爷爷奶奶和家里所有的兄弟
姊妹买过年穿的新衣服，然后“他一手牵
着我，一手提着编织袋走在火车站的月
台上。当我们终于回到乌兰哈达苏木兽
医站那个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时，他会用
家乡话高声地喊爸爸妈妈，就像一个放
学回家的孩子”。

晋美次旺和他的“11个兄弟姐妹”都
认为父亲孙凤鸣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2003 年，拉萨成立了一家私立孤儿院，
没有国家补贴，孙凤鸣和卓嘎每年资助

四五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年 1000 元，一
共资助了 11 个，过年过节还要买米买面
去看望这些孩子。2007 年，孙凤鸣调到
内蒙古后，依然按时把钱打过去。其中，
3 个孤儿在 2008 年考入大学，孙凤鸣夫
妇特意从呼和浩特赶回拉萨为他们庆
贺。就在那次，孙凤鸣和卓嘎又领养了
弃婴旦次。

“他有一颗柔软的心。”内蒙古公安

厅情报中心原政委李建国对孙凤鸣充满
敬意，“2009 年，我陪同孙凤鸣到乌海市
乌达区慰问特困家庭，看见一位生活困
难的老人收养了 27 个孩子，孙凤鸣感动
得哭出声来，他把身上全部的钱都拿出
来，留给了老人”。

孙凤鸣觉得亏欠家人太多太多。他
最后告诉亲人，“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
我一定会活得更精彩”。

干净，是厦门留给外地游客最深的
印象之一，也是让广大厦门市民最引以
为傲的一点。鼓浪屿、南普陀寺等著名
景区一年四季总是游人如织，却时时处
处保持着干净整洁。更让人诧异的是，
这些地方不但路上没有垃圾，连垃圾桶
都很少见。大量的人流必然会产生大量
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去了哪里？记者
经过调查发现，原来，这些垃圾是被市民

和游人“袋”走了。
在厦门市海沧区的公交车站、公园、

小区等的宣传栏上，随处可见一只只可
爱的“小袋鼠”卡通形象，它就是“把垃圾
带走、把干净留下”的环保形象代言人。

陈梦羽是厦门市海沧区延奎小学的
一名小学生，平时喜欢画漫画，也特别爱
干净。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台湾
广为流行的“小袋鼠”行动，突然有了灵

感。“我看到台北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
自觉把自己制造的垃圾用袋子装走，碰
到垃圾桶再扔。这一做法既减少了垃圾
桶，又能保持干净整洁，确实值得我们学
习。”陈梦羽说，“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花
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经过反复酝酿、修
改，我把小袋鼠画成了卡通形象”。

“这只‘小袋鼠’的立意和海沧区打
造文明城区的理念不谋而合，形象也非
常可爱，容易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海沧
区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受
此启发，海沧区开展了“我是小袋鼠，垃
圾不落地”环保志愿活动，这只小袋鼠也
成为活动的形象代言人。

2014 年 7 月 13 日上午，“我是小袋
鼠，垃圾不落地”——海沧区“小袋鼠”行
动启动仪式在海沧阿罗海城市广场举
行。海沧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向全区居
民发出倡议，号召全区市民“袋”走烟头，

“袋”走垃圾，把海沧打造成为全市首个
“垃圾不落地”的城区。

“通过宣传，很多市民逐渐养成了垃
圾不落地的习惯，‘小袋鼠’精神已经开
始渗入市民的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海沧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这只“小袋

鼠”带来的“垃圾不落地”理念走出海沧，
走向厦门岛，走向全市，更多人加入了

“袋鼠家族”。
2016 年 10 月 21 日，“欢乐小袋鼠·

环保自贸区”在海沧自贸区的台湾创业
馆正式启动，这只“小袋鼠”又有了升级
版。与以往的小袋鼠形象不同，升级版
小袋鼠手上拿的是空瓶子，肚子上的袋
子则由原来装着瓶瓶罐罐的垃圾，变为 4
个小口袋，每个口袋上都清清楚楚地印
着垃圾分类标识，每个口袋中形象地装
着相应的垃圾。这也是这次文明小袋鼠
形象升级所蕴含的寓意——不仅要垃圾
不落地，更要做好垃圾分类。

同时，废物利用也是升级版“小袋
鼠”倡导的一种新理念。在“欢乐小袋
鼠·环保自贸区”活动中举行的“小袋鼠
创客环保改变生活”环保创意作品展中，
一件件作品让大家懂得了如何把垃圾变
成有用的物品。广大学生则通过环保艺
术品创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

海沧两岸义工联盟轮值主席龚毅表
示，2016年“小袋鼠”行动再次升级，目的
就是要共同守护厦门的青山绿水和美丽
家园，让大家共享洁净文明的幸福生活。

福建厦门海沧区倡导绿色环保理念——

争做“小袋鼠”垃圾不落地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公 心 为 民 大 爱 无 垠
——追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凤鸣

本报记者 陈 力

在冬季珠日河牧场的茫
茫白雪中，出现了三名骑
手，三匹骏马，这是一支特
殊的共产党员服务队，正在
执行巡线任务。他们还在沿
途义务为农牧民上门解决用
电难题，排查用电隐患，宣
传用电常识，坚持“你用
电，我用心”服务理念。尽
职尽责的他们把党旗插在了
珠日河的草原上。

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
珠日河牧场占地面积200万
亩，草牧场面积 165 万亩。
在供电线路穿越的地方，到
处是沙陀地、牧场，牧民居
住分散，路途远、路况差，
尤其在沙地上行走十分吃
力，脚踩下去，拔出来就要
费很大力气，车辆一旦在荒
无人烟的地方搁浅，只能等
待救援，这都给巡视线路、
报 修 服 务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困难。

经过实地了解，珠日河
供电所的员工们有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既然牧民可以骑
马放牧、骑马访友，供电所
的员工为何不能骑马入户服
务？在这种情况下，国网科
左中旗供电公司组建了珠日
河供电所马背共产党员服务
队。党员服务队队员由珠日
河供电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组成，队员人数 7 人，党
员5人，年龄最大的队员45
岁 ， 年 龄 最 小 的 队 员 25
岁，平均年龄为 34 岁。家中有马的主动牵来了马
匹，没有马的就向村干部和其他基层党员借，不会骑
就虚心向牧民学习，很快就熟练使用马作为交通
工具。

截至目前，这支马背上的共产党员服务队已在
1307平方公里的供电面积上，年行程9000公里，确
保了331公里的5条10千伏供电线路以及167公里低
压线路的安全可靠供电，实现年售电量 1100 万千瓦
时。他们在珠日河草原各条线路上勤劳地工作着，在
农牧民的身边守护着，把优质的电能源源不断地送进
千家万户。

别看这支服务队保障的供电面积广，可供电人口
仅有 4350 户，这让服务队的队员们都成了“赛马运
动员”。谁家的保险坏了，谁家的电线断了，都要联
系服务队，时间久了，牧民们都把他们当成了亲人。

早在 2009 年，科左中旗实施收缩转移战略，投
入 8000 万元资金，把生态脆弱区的农牧民转移到城
镇，并投资 1300 多万元建设巴彦珠日河民俗新村，
安置了散居在 11 万亩草场牧点上的 490 名牧民。巴
彦珠日河民俗新村成了党员服务队的落脚点，从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4 月，每个月党员服务队都要
来两趟进行义务服务。珠日河供电营业所所长张淑芬
说：“移民村是旗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我们共产党
员服务队更要全力以赴，让农牧民用上安全电、放心
电、满意电。”截至目前，共产党员服务队累计开展
服务日活动 48 次，为用户排查隐患 572 处，收到锦
旗2面，感谢信5封。

科左中旗珠日河地区蒙古族人口为 1.48 万人，
占总人口的93%，占比全国最高，这决定了党员服务
队必须要围绕蒙古族聚集地特点进行服务。张淑芬是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所属 15 个供电所中唯一一位女所
长，她向记者介绍：“珠日河供电所现有员工 18 人，
蒙汉比例 2∶7，其中一些就是牧民家庭，所骑的马
都是自己家的马。同时服务队充分适应当地少数民族
众多的特点，人人都懂蒙语、汉语，个个都会骑马。”

此时此刻，身着标有“共产党员服务队”字样的
“红马甲”们，依然忙碌在珠日河场部的大街小巷，
出现在各个分厂、铺上的居民家中，不远处，三匹骏
马和三名骑手又驰骋在雪原上。不久的将来，在他们
的身后，更多的骑手、一支支马背上的党员服务队，
将在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不断涌现出来。

马背上的党员服务队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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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乌兰哈达
苏木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穷乡
寒门”出身的孙凤鸣深知人生的艰辛、奋
斗的宝贵。北大毕业后毅然援藏，他告诉
倚门而望的爸爸妈妈，“我决定来西藏，你
们埋怨我把家忘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觉得，只有真正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才会
作出这样的选择。祖国是我们更神圣的
故乡、更伟大的母亲。为她献身就是对家
乡、对母亲最好的孝敬和最忠诚的热爱”。

从未示人的这封 30 年前的家书，坦
露着孙凤鸣最本真的家国情怀，记录着孙
凤鸣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始终保持着一
颗赤诚坚定的心。30 多年来，无论是普
通的兵还是“官”至厅级，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孙凤鸣都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他
用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
的担当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至死方休。

孙凤鸣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变为对工作

的尽职，对同事的尽力，对人民的尽心，对亲
人的尽责。“干啥都一样，关键是干好。”在公
安的岗位上，在法院的岗位上，他创造出一个
又一个“亮点”。对同事，他是“最好的保姆”，
对孤儿，他是“最亲的爸爸”。对亲人，他努力
去做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好兄长。

孙凤鸣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本色。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
人将追随他的脚步：不忘来时路，最贵
是初心。

铁 一 般 的 信 念
晨 砺

憨态可掬

的“小袋鼠”卡

通形象已经成

为厦门海沧区

环保文明的形

象代言人，深

受市民欢迎。

林广明摄

左图 孙凤鸣带病坚
持工作。 （资料图片）

右 图 孙

凤鸣在阿拉善

盟基层调研。

安 娜摄

右 图 在 西 藏 的 24

年里，孙凤鸣走遍了除墨

脱外的每一个县。

（资料图片）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灰河乡不断推进养殖业发
展，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带
动当地村民致富。2015 年，原本在外地打工的金小红
和李刚返乡创业，自学养鸡技术，采取“圈养+散养”相
结合的方式科学养鸡，今年现有存栏量1万余只，年创
收可达15万元。图为李刚（左）、金小红（右）正在将收
好的鸡蛋装箱。 陈 磊摄

返乡创业辟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