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年2月20日 星期二春节特刊

“法官，你的案件安排在明天下午 2
点，当事人的开庭通知都已送达。”

“法官现在不在。如果你对判决不服

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天内，向上级法院或通过本院提起上诉。”

……

这是离石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书

记员冯笑日常工作的缩影。她将最美好

的青春与汗水洒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

守司法信念与情怀。

“我当时学的是环境设计专业，突然跨

越到法律工作行业，起初内心难免有些许

紧张，害怕自己法律知识欠缺，担心自己能

力不足。”2022年 4月，怀揣梦想的冯笑第

一次走进法院大门时也曾心有忐忑。

“当我真正接触到同事们的时候，刚开

始的紧张便在大家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

帮助中烟消云散了。”她边回忆着一年多来

的经历边说道：“每一次遇到困难，领导和同

事们都一遍又一遍的教我，对于我的每一次

‘呼叫’大家都认真解答，对我不理解的法律

名词和法律程序耐心解释。渐渐地，在领导

和同事们的关心和指导下，从望而生畏到有

条不紊，我学会了不少新的知识，变得不再

忐忑，之前的压力也转变成了前进的动力。”

现在的冯笑，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

工”。每天早上到办公室之后，她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罗列当天的工作计划，根据事情的

轻重缓急排好序后，逐项完成并打钩。为做

好庭审记录、提高庭审质量，她都会在开庭

前一天准备庭审笔录、熟悉案件要素，开庭

当天提前十五分钟到法庭做好庭前准备，如

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填写地址确认书等相

关材料。为了保证卷宗能够及时装订，她也

会主动加班，力求卷宗材料齐全、顺序规范、

装订整齐、不超期归档，能够很好地根据归

档要求及时输入各项案件信息。在完成日

常工作之余，她也要时刻注意是否有快到期

的案件，提醒法官是否需要安排开庭。

得心应手的背后都是千锤百炼、持之

以恒的坚持、日复一日的磨练，才成就了

工作中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我也经常

会独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练习速录，每当

听到双手指尖敲击键盘的那种噼里啪啦

的声音，我都会感觉格外踏实。”冯笑把最

普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真心真情对待每

一个人，对待每一个案件，于微细处散发

着光和热，实现着自己的“法治梦”。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冯笑

□ 文/图 本报记者 梁英杰

“付老师，这道题您帮我看看。”“好

的，我给你个思路。”设立在离石区交通路

社区御龙湾小区党支部的“寒假公益辅导

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小学生们坐

在凳子上，或阅读，或写作业，个个神情专

注，一丝不苟。00后大学生付瑶则站在其

中一名学生旁，不时帮她讲解难题。开班

以来，辅导班成了孩子们快乐学习的“乐

园”，付瑶也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小老

师”。

付瑶家住离石区，目前就读于重庆

工商大学金融管理专业，是一名大二学

生。“在学校得知有大学生‘返家乡’寒假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后 ，我 就 积 极 报 名 参 加

了。作为一名吕梁籍大学生，有责任和

义务运用自己所学知识为家乡发展作出

贡献。”没多久，实践岗位名单公布，付瑶

被安排在离石区交通路社区实习，负责

在“寒假公益辅导班”为孩子们提供寒假

作 业 辅 导 。“ 开 课 的 时 间 是 上 午 8:30 到

12:00，下 午 3:00 到 6:00，目 前 有 10 名 小

学生来上辅导班。”在付瑶看来，传授知

识给孩子们的过程中，自己的表达能力

也有了极大提高。

交通路社区副主任李利花表示，为解

决辖区内儿童假期无人看管、作业无人辅

导这一困扰，交通路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分别在社区自习室、前瓦新村居

民区党支部、御龙湾小区党支部、二运居

民区党支部、吕建小区党支部、七矿居民

区党支部开办了“冬日暖阳、爱心课堂”寒

假公益辅导班，由招募的 10名大学生志愿

者为辖区的孩子们提供“教育+托管”相结

合的假期作业辅导。

“我挺喜欢来辅导班写作业。”离石区

朝阳小学三年级学生李冠婷说，“在家没

人能帮我解决的难题，在这儿会有大学生

哥哥姐姐们耐心地教导我，完成作业的效

率高，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除了辅导功课，付瑶还做起了孩子们

的知心大姐姐。“辅导他们做完作业后，我

们也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听听他们的

困惑、烦恼。”付瑶说，“这次返家乡社会实

践活动不仅让我了解了基层社区工作的

重要性，更锻炼了我学习、交往、实践的能

力，增强了我的社会责任感。”

青衿之志 履践致远
付瑶

□ 文/图 本报记者 罗丽

解钱义是交口县纪委监委驻赵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几年来，他扎

根农村，把自己当做赵村的一份子，团结

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抓党建、促产

业、办实事、解难题，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

的“赵村”路子。

赵村下辖 3个自然村，全村 203户 598
口人，是交口县水头镇最偏远的一个村落，

属于典型的“山庄窝铺”。过去，这里基础

设施落后，曾一度因干部选举、家族矛盾等

问题严重困扰和制约着村里的发展。群众

对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不信任，是解钱

义初到这里时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如何赢得群众的信赖，是开展好驻村

工作的第一步。解钱义并不灰心，他与驻

村工作队队员对全村村民逐户进行走访，

摸清了每一家、每一户的基本情况，对村

里面的矛盾纠纷、村民诉求、产业发展意

愿等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以真心融入群众，以真情感化群众。

解钱义带领工作队员和村“两委”针对性地

解决群众心结，用牺牲和奉献让群众感受

到党的关怀、干部的关爱，把一个问题村、

矛盾村创建成了和谐村、先进村。如今，赵

村建成了存栏 1200头生猪养殖场，村集体

年收入从零突破到 14万元，养殖场不仅吸

纳群众就业增收，也带动赵村村民发展各

类养殖业和种粮增收。几年来，这里的村

道路、产业路、水毁路全通了，修建了三个

蓄水池，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实施绿

化工程、安装路灯点亮了这个偏远的小山

村。一件件实事办到大家心坎里，群众看

到解钱义和干部们的努力付出，都对他刮

目相看，称他为赵村的“好书记”。

在赵村，胡林生是村民眼中的“致富

奇迹”，从过去典型的贫困户到如今成为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三年时间，他实现了

人生的逆袭。而在胡林生眼中，解钱义则

是他人生得以改变的恩人和贵人。过去，

胡林生在一次干活过程中受过伤，导致不

能干重体力活，家里收入常常入不敷出。

2020 年夏天，胡林生开始养殖乌鸡，但由

于没有养殖经验，养殖设施设备等条件不

完善，当年冬天就遭受了创业的打击。

解钱义说：“胡林生第一次养了 2000
只小乌鸡，最后幸存 7只，我告诉他不管干

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但是咱要克服这

个困难，把这些挫折度过去。”

随后，解钱义帮助胡林生筹措资金、

引进养殖技术、解决水源问题、积极带货

促销等，让胡林生重振信心。如今胡林生

已经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还

打造了“胡哥”乌鸡养殖品牌，通过直播带

货扩大影响力。致富了的胡林生不仅带

动当地群众养殖增收，还开始做慈善，他

把自己得到的温暖传递给别人。

“有困难找我们”这是解钱义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这句话，让赵村群

众有了坚实后盾和靠山，一步步向着美好

生活的梦想迈进。

见到武彦斌是在方山县北武当镇河

庄村的村委，村里的大爷大妈们手里拿着

小卡片，正围着他和队员们领春节发放的

福利米和面。武彦斌负责登记，队员李涛

和李冬冬在一旁核对，三人配合默契。屋

子里热腾腾的，排队等候的人们聊着家

常，有的老人说话声音低，武彦斌就站起

来听，然后再坐下登记。差不多十一点，

上午来领东西的人都领上东西回家了，武

彦斌喝了一口已经放凉的水，笑着说：“村

里的工作就是这样，琐碎又实在。从去年

5 月 19 日下乡以来，如果用一个词来总

结，大概就是收获满满，驻村工作让我看

到了生活的更多面，也让我对乡村振兴工

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武彦斌是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一名

青年干部，去年 5月开始担任河庄村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回想起自己刚到村里的时

候，因为对农村情况、农村生活、农村工作

接触的少，怎么开展工作都还不太清晰。

再加上武彦斌是孝义人，语言还不通，村里

年龄大的老人普通话也很难听懂，每次队

员李涛就担负起了翻译的工作。为了更快

的开展工作，就要先了解村情、民情、户情，

武彦斌和两名队员向村“两委”了解情况，

然后挨家挨户的走访入户，在一遍遍的走

访之后，不知几何起，30多岁的武彦斌已经

成了大家口中的“老武”。现在每次入户，

人们总会热情地招呼：“老武，你过来了，赶

紧坐下休息会，喝口水。”武彦斌也习惯了，

笑着接受了这个独有的称呼。武彦斌深有

感触地说：“现在村里老年人居多，年龄大

了，孩子们外出打工，不在身边，深切感受

到他们的孤独，老百姓还是很淳朴善良的，

有空的时候就过去陪他们聊聊家常，他们

就很开心，把你当自家的孩子。”

驻村以来，在派驻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武彦斌和两名驻村队员一起做了很多

事，给村民在文化广场建了体育器材、修

了路灯、搭了便民桥，换了村里的电子屏

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好事村民们都看在

眼里。有些人还会在村里大群里发：“看

咱们村的驻村工作队来了，给咱们村带来

的新变化。”下面一个接一个的点赞让武

彦斌很开心，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动力，他

知道他要做的还很多。

说起在村里和机关工作的不同，武彦

斌说：“可以说，面对的群体和问题不同，

在村里的工作更直观、更直接，更有画面

感，也更接地气。面对各种老百姓各种具

体而微的问题，都要熟悉各项的政策，才

能解答村民的疑惑。在驻村的几个月来，

有经历了国考、省考，让我对国家政策以

及乡村工作了解的更加深入透彻，我自己

也慢慢地沉淀下来。”身旁的队员李冬冬

补充道：“还有变黑了！”大家都笑了，这一

句半开玩笑的话是驻村时光留下的印记，

也是他们奋斗的印记。

勇毅笃行 长风万里
解钱义

踏浪前行风正劲，不负
韶华争朝夕。人们总是把最
美好的词语赋予青春，把最
热忱的希望寄予青春。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有深入田间地头的驻村
帮扶队，有坚守岗位、不断上
进的书记员，也有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他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个人价值
的同时也实现着社会价值，
他们以拼搏的姿态，奏响青
春之歌，他们将用青春之心
态迎接新的一年。

——编者

□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涛

芳华待灼 砥砺深耕
武彦斌

□ 文/图 本报记者 李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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