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城NNNNNNNNNNNNNNNNNNNNNNNIIIIIIIIIIIIIIIIIIIIIIIUUUUUUUUUUUUUUUUUUUUUUUCCCCCCCCCCCCCCCCCCCCCCCHHHHHHHHHHHHHHHHHHHHHHHEEEEEEEEEEEEEEEEEEEEEEENNNNNNNNNNNNNNNNNNNNNNNGGGGGGGGGGGGGGGGGGGGGGG 电话：0319—2236014 Ｅ－mail:xtxwzk@126.com
责编：刘东昕
微机：尹元强２０13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6

10岁的高冰丽 ， 这个百泉村
三年级的学生因一篇盼水的作

文上了中央电视台 ，由此鱼米之
乡的百泉极度缺水成了全国一

大新闻 ，这对百泉来说无疑是不
体面的新闻 。

“水 ， 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
千言万语 ，回来吧 ！ ”娃娃的呼
唤 ， 震撼着全国大人们的心 ，也
震撼着每一个百泉人的心 。 它不
禁让人们扪心自问 ：鱼米之乡的
家园 ，为什么会是这样 ？ 水能回
来吗 ？ 孩子们的梦能圆吗 ？

现场的哥哥 、姐姐 、叔叔 、阿
姨被感动了 ，坐在电视机前的村
民张顺河的心被震动了 ：祖辈吃
了子孙饭 ， 父老对不住后生们
啊 ！ 正是有了愧疚而生成的担当

意识 ，中央电视台这期节目播出
的第二年春天 ，张顺河当了村支
书 ，把吃水问题放在第一位 。 他
想着圆娃娃的梦 、圆村民的梦 。

一般情况下 ， 群众的呼声不
会上中央电视台 ，更不会成为新
闻 。 群众的呼声往往到不了县 ，
进不了乡 ， 常常在街头巷尾 ，在
村民三一伙两一伙的闲谈中 。 但
不管群众的呼声强弱 ，也应当在
干部心中引起震撼 ，把群众的呼
声作为工作的目标 ，朝着群众呼
声的方向走 ， 满足群众诉求 ，就
是干部的责任 。 张顺河做到了这
一点 ，可贵 。 更可贵的是他垫钱
还欠村民的 “债 ” 、历史的 “债 ” 。
他那还债时不我待的心情与担

当 ，可敬 、可亲 、可佩 。

白居易在 《采诗官 》 中说 ：
“采诗官 ，采诗听歌导人言 ”， “言
者无罪闻者戒 ” 。 群众表达意愿
的声音往往不像唱歌那样优美

动听 ，不是干部要听到的最美声
音 ，而常伴有不和干部之心的音
符 ，有 怨 恨 声 、有 牢 骚 声 ，或 刺
耳 、 或骂声 。 尽管有失雅量 ，干
部要诚心侧耳倾听 ，因为那声音
里有政治 ，有导人之理 、引人之
行 ， 与民有利 、 与执政有补 、与
避免 “最大危险 ”有益 。 不管什么
样的群众诉求 ， “闻者戒 ”是执政
者的一大法宝 。

遗憾的是 ， 有的干部听到群
众刺耳的话 、牢骚的话 、骂 人 的
话 、 不合心意的话 ， 就暴跳如
雷 、火 冒 三 丈 ，或 出 言 不 逊 、或

张口伤人 、 或出手动粗 ， 失官
体 、丢权威 、遭唾弃 。 在这样的
干部面前 ， 群众只有保持沉默
而不能发声 、不敢发声 、不愿发
声 ，因为怕干部给 “小鞋 ”穿 。 李
克 强 总 理要求干部善于听刺耳

的话 ，很有现实意义 。
群众的心声是风向标 。 到街

头巷尾 、到百姓圈儿里 、到群众
家里 ，拉家常 、听诉求 ，把群众的
心声变成工作指向 ，改正群众反
对的 ，坚持群众赞成的 ，办好群
众拥护的 ，满足群众答应的 。 工
作就有了方向 ， 奋斗就有了目
标 ，群众期待就有了着落 。

张顺河的群众工作故事

刘红旗

葚短评葚

高冰丽的渴望

刘增舰

善听群众心声 把握工作方向

“我是百泉村的人，你知道我
们村为什么叫百泉吗？ 是因为以
前我们村到处是泉水。

可今年春天， 我们家的石榴
树都快被旱死了。 我说用水浇一
下吧，可爸妈说去哪里弄水啊？

夏天，学校的花都直不起腰，
树也垂头丧气。 大家都知道夏天
是最热的，人人都想喝口水，但是
学校没有水。 同学们趴在水管上
使劲儿吸，看见他们，我真想说声
别吸了，吸不着的。

秋天，是繁忙的季节，秋收小
麦开始了。 可是我们浇地要用村
里的水还要掏钱， 等了半个月也
没轮到我们家浇地。

冬天， 雪花从天空纷纷扬扬
地飘落下来 ， 缸里的水也结了
冰。 妈妈还得拿着东西把水缸里
的冰弄下来， 然后开始接水，可
是迟了，水已经停了，只好用冰

块化成水。
水， 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千

言万语，快回来吧！ ”
上面是一篇小学生作文，作

者是百泉村的高冰丽，2002年写这
篇作文时，她10岁，还在上小学三
年级。 文中描写的缺水情况是当
时百泉村的真实写照。 对水的渴
望，可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百泉
全村的人。

因为这篇作文，高冰丽上了那
一年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

节目里，主持人对高冰丽说，
我们现场很多的哥哥、 姐姐、叔
叔、阿姨都被你感动了。

电视机前， 张顺河的心里不
是个滋味，作文里那句“同学们趴
在水管上使劲儿吸，看见他们，我
真想说声别吸了， 吸不着的”的
话，简直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尖：
曾经的鱼米之乡， 如今连水也吃

不上，祖辈吃了子孙饭，父老对不
住后生们啊！

同学们在水管里吸不出来水，
是因为百泉村水位逐年下降，100
多米深的自有井够不着地下水了。

中央电视台这期节目播出的
第二年春天， 张顺河上任当了村
支书，娃娃们那“水，快回来吧”的
呼唤，不时像警钟一样响在耳边。
他谋划的几件事中， 吃水问题就
是第一项，想着圆娃娃的梦，圆村
民的梦。

张顺河拿出两个方案： 一是
从市里引自来水；二是自己打井。
引自来水代价太大， 一下子难以
实现，便决定自己打井。

自打井， 要打400多米深 ，水
位一直下降，打浅了用不了几年，
又“吸不着了”。 400多米的井，全
部配套得花14万多元， 可村里的
财政窟窿还填不满， 打井的钱没

有地方“起土”。 有人主张让村民
摊钱打井：“户户吃水，人人分担，
谁不分担谁别吃水。 ”张顺河说：

“那可不行。 按人头算，打一个井，
人均要摊 200元 ， 五口之家就是
1000元，这对有的户不算回事，但
咱村有的户根本拿不起这个钱。
咱村是外债多， 但村民吃不上水
也是我们干部欠村民的债啊！ 这
个债我从我的企业拿， 先替村里
还上。 ”

选井址 ，办手续 ，筹资金 ，联
系打井队，终于在2004年初，400多
米的井打成了。

看着大家喜气洋洋的样子 ，
张顺河想起了高冰丽的作文，在
心里说，小冰丽啊，水回来了！ 你
们再也不用趴在水管上吸了，从
今天开始， 什么时候想浇石榴树
就浇石榴树， 什么时候想浇花就
浇花……

———邢台市政法系统群众工作能力培训教案故事追踪

2010年夏的一天早上，百泉村
的王大成打开水龙头， 准备接水，
可是，水龙头里窜出的水和以前不
一样了，浑浊的土黄颜色，含有大
量的泥沙，好像泥石流一样，又难
看又难闻。

他吃了一惊， 也没往别处想，
也许接个一桶半桶就好了。可接了
好几桶， 水龙头里还是这样的浑
水。 没想到，全村的水都是这样。

水质人命关天。 是污染？ 还是
井坏了？ 什么时候能出好水？ 这井
还能不能用？ 不能用怎么办？ 如何
解决眼下村民吃水问题？一系列的
问题在张顺河的脑子里转悠。

人命关天的大事刻不容缓。 张
顺河用喇叭广播，水管里的水不能
用了， 各家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千
万不要用水管里的水了， 以防不
测。他告诉大家不必恐慌，并表态，今天保证让村民吃上
干净的水。

他马上就带着水样去市里化验水质。 专家认为，水
不是工业污染，是地质原因造成的。 天旱，水位下降；天
热，用水量增加，岩溶水层中存的水不够抽，上面的水急
速往下补充，还没过滤干净，水就被抽上来了。

张顺河急问专家：“多长时间能变成干净水？ ”
“这口井短期内恐怕不能再用了。 ”
必须打新井！ 可打一口新井最少１个月。
张顺河没法想象三伏天里，１个月没有水的老百姓

怎么生活，今天村民就得有干净水吃。
村里的井不能用，村外浇地的井能用吗？ 他拿出方

案：一是先用车往村里拉水，以便临时用水；二是３天之
内把村外的井水接到村里。

张顺河联系了两辆水罐车，保证让村民当天喝上了
干净的水。

用村外的井往村里送水， 原来的水泵功率太小，需
要买新泵。 买电频泵，安装、试用，接管道，第三天傍晚
群众就吃上了安全的自来水。 望着村里的水龙头们哗哗
地流出了干净的水，张顺河才松了口气。

紧接着，勘测地质，确定方位，张顺河在村东南花17
万元打了一眼新吃水井，替代了浇地井。

百泉有一个外村亲戚，在目睹了百泉“救急水”的事
后说：“人家百泉的干部才真正是为老百姓的官。 ”

事后，张顺河举一反三，让村民和干部对生产和生
活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料的问题提出来，把有威胁的
问题摆出来，早做准备采取措施，以防遇到突发事件，措
手不及。

邢台地区是地震断裂带 ，他想，一旦发生地震 ，老
百姓连个躲避的地方也没有。 2012年，他在村里建了
一个 7000多平方米的休闲广场，安装了 20多件健身器
材 ，建了篮球场，一共花 80多万元 。 平时，村民可健
身 、休闲 、娱乐 ，一旦发生地震 ，可以安置全村群众应
急避难 。 他还组织宣传地震常识 ，培养群众科学防震
意识 。 百泉人戏称村里的休闲广场是百泉的“天安门
广场”。

救
急
水

刘
红
旗

要学会尽职尽责
刘增舰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说的是国民的责任
意识 ；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讲的是教师的责
任意识 ； “救死扶伤 ，仁心仁术 ”，道的是医生的
责任意识 ； “为官一任 ，致富一方 ”，是干部的责
任担当 。 我们从张顺河刻不容缓保村民吃水的
事情 ，看到了他尽责尽任的意识 。

井坏了 ，百姓不能吃水 ，张顺河没有怨天
尤人 ，没有应付差事 、找借口敷衍群众 ，更没
有推卸责任 ， 而是用车拉水 ， 以解燃眉之急 ，
确保村民当天吃上了干净的水 。他又用最快的
速度打出一眼 “新吃水井 ” ， 让群众长期用上
安全水 。 就此张顺河没有 “万事大吉 ” ，而是用
他的 “责任意识 ”让群众把可能出现或不可预
料的隐患想清楚 、摆出来 ，以防万一 ，好为群
众生产生活的安全隐患做出防范 ， 问题来了 ，
兵来将挡 ， 水来土掩 ， 以免干部束手无策 ，群
众措手不及 。

“亡羊补牢 ”、“瞎子后面作揖 ”， 往往是干
部的一种惯性思维 ， 不出问题想不到有可能会
出意外 ， 出了问题不懂得举一反三 、 防患于未
然 。 但出问题了却 “招数 ”多多 ：什么 “自查自
纠 ”、 “限期整改 ”、 “突击检查 ”、 “停业整顿 ”、
“拉闸限电 ”等等不以论足 。 这众多的招数里看
不到一味 “治未病 ”的药 。

小事永远是大事的根 。 殊不知 ，见微知著 ，
从小事抓起 ，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是执政的一
种智慧 。 工作上 “治未病 ”，就得少一点支应方
法 ，多一点以小见大的智慧 ；少一点将小事不放
在眼里的意识 ，多一点把 “不起眼 ”小事看 “起
眼 ”的眼光 。 不能把责任挂在嘴上 ，遇到问题绕
道走 ，回避矛盾 ；更不能出了问题 ，面对追究 ，
编造借口 、推脱责任 。

要对自己负责 、对现实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
子孙负责 、对未来负责 。 少些 “前人栽树 ，后人乘
凉 ”的意识 ，多些为后人铺路搭桥的责任 ；要有
不 “吃祖宗饭 ，花子孙钱 ”、不 “竭泽而渔 、焚林而
猎 ”的底线思维 ，不产生 “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
也与我无关 ”的态度 ；要像张顺河那样时刻装着
“群众信任我 ， 我就对群众
负责 ” 的历史责任担当 ，排
民忧 、行民思 、解民难 。 葚短评葚

“你说你那个龙头好看？ 我还觉
得我这个喜鹊好看呢。 ”

“哼，还是我这个好看，你看我这
个龙头多像啊！ ”

“咱别光说自己的好， 拿出去让
大家评评。 ”

看到这几句话，你可能以为是一
些孩子在吵什么，其实，这是百泉敬
老院里两位老人在争论谁的拐棍好。

百泉敬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们，几
乎人手一个拐棍，但这些拐棍不是敬
老院为他们买的，而是敬老院中的一
个老人为大家制作的， 他就是郭振
中。

郭振中是一个林业专家，退休后
回到百泉村， 种植了近百亩的苗圃。
如今他也住在敬老院里，看到有些老
人行走不方便，得拄着拐棍，就想到
了自己苗圃里的花椒树，那可是做拐
棍的好材料！

花椒本身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有
散寒祛湿理气的功效。 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 就记载花椒树有行气活血、
以毒攻毒、以麻治麻的作用。 花椒木
做的拐棍对治疗老年人的手脚麻木、
气血不畅都有效果。花椒树浑身长满
了带刺的疙瘩， 用它轻轻拍打下肢，
可疏通经络， 对全身麻痹、 肢体麻
木、手脚冰凉、偏瘫康复有很好的康
复保健作用，花椒拐棍属于老年人拐

棍中的上品。
张顺河听说这件事就想，好多老

人上了岁数 ，怕别人说老，该拄拐棍
了也不拄。“我虽然老了， 腿脚还不
老。 ”很多老人生怕有人说谁谁拐棍不
离手了。 要是百泉村的老人都能有这
样一个拐棍，既能防个闪失，又能健身
强体，还能避免老人怕说老的心病。他
找到老郭，请老郭给老人们做这样的
拐棍，该多少钱，村里一块算。

老郭一听张顺河说钱的事，就急
了：“你没天没夜给村里做事， 我给
老伙计们做个拐棍还要什么钱？ ”

从此，郭振中有事没事就到他的
苗圃里转一圈，看到哪一棵花椒树长
得够做拐棍的材料了，就砍下来。 但
他并不是随便刮刮刺削削枝就送给
老人， 而是精工细做， 都有点艺术
性。 拐棍头上刻个鸟啊， 刻个龙头
啊，都有点花样儿，一根和一根不一
样，按花椒树长的长相去构思，因势
象形，各种各样的都有，完全是一种
艺术品。

敬老院里老人的拐棍全是老郭的
花椒拐棍，王立山的龙头拐，魏富手
中的凤头拐， 当属拐棍中的精品，两
人爱不释手，不拄也得用手拿着玩。

过去，百泉的老人们谁有拐棍被
人笑话；今天，谁到了岁数手里没有
拐棍被人笑话。

歌手孙悦一首 《祝你平
安 》，唱响大江南北 ，那优
美的旋律悦耳动听 ，那一句
句对平安的诠释入人心田 。
也许张顺河并不会唱 《祝你
平安 》，但百泉村老人们手
中拄着的一根根拐棍 ，折射
着他祝全村老人们平安的

心 。
心有灵犀一点通 。假设

张顺河心中没有老人的甘

苦 ， 和老人们不是心心相
印 ， 我们不可想象百泉村
老人们拄拐棍能够如此自

觉 。 就老年人个体来说 ，有
相当的人对 “珍惜生命 、科
学养老 ”还存在许多误区 ，
百泉村老年人该拄拐而不

拄就是一种 。 张顺河知道
老年人怕别人说老 ，用 “我
虽然老了 ，腿脚还不老 ”的
说 辞 来 证 明 自 己 “ 还 年
轻 ”。 老人怕说老的心病而
“装不老 ”的现象成了支书
张顺河的心病 ，张顺河委托
郭振中为老人们做花椒拐

棍 ，既能防个闪失 ，又能健
身强体 ，既医治了老人的心
病 ，又解除了张顺河的一块
心病 。 张顺河为老人健康
的良苦用心 ，令人称道 。

干部与群众的 “一点
通 ”，来自干部对 “势 ”的把
握 ， 一方面是进入老龄化
的时代 ，老人越来越多 ；一
方面是 “空巢老人 ” 在剧
增 。 “父母在 ，不远游 。 ”这
是过去讲孝的一个原则 。
今天的改革开放 ， 催生了
两亿多 “远游 ”的农民工 ，
或 “北漂 ”或 “南漂 ”，他们
无不牵挂父母的安康 ，祈
祷离不开家的老人有个健

康硬朗的身板 。 如何让老

人既健康又长寿 ， 是家庭
的新课题 ， 也是社会的新
课题 。 面对老人健康 ，对干
部来讲是课题也是挑战 。
张顺河时刻把 “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 ”放在心上 ，可谓
化解 “游子 ” 忧愁的有心
人 ，孝老敬老的带头人 ，干
部关爱老人的榜样 。

讲老人的平安 ，不是讲
“付出 ”、 “所得 ”的多少 ，而
是 “心情好 ”、 “有微笑 ”、
“少 一 些 烦 恼 ”、 “ 欢 乐 围
绕 ”、 “洒脱一些过得好 ”。
跌倒是老年人常见的意外

伤害 ， 跌倒以后引起的卧
床又使老年人发生各类严

重并发症 ， 这些都将会是
老人终生的 “烦恼 ”，多一
个拐棍多一条腿 ， 所多的
“一条腿 ” 可能就是驱赶
“烦 恼 ”的 魔 杖 ，增 添 “欢
乐 ”、 “幸福 ” 指数的砝码 ，
“洒脱 ” 一些的密码 ， “心
情 ”好的钥匙 。 也许张顺河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有如
此暖老人心的举动 。

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我
们应该像张顺河那样 ，多
站在老人的角度想问题 ，多
站在一个家庭和全村的角

度想问题 ，时刻关爱老人 ，
因为一个老人平安了 ，不仅
是老人的幸福 ，也是一个家
庭的幸福 ，更是全体村民的
幸福 。 老人平安家庭就平
安 ，社会就平安 。

老人的今天 ，就是我们
的明天 。 从这一点出发 ，我
们的干部就会对今天老人

的平安负责 、尽责 。

拐 棍
刘红旗

关注老人平安
就是关注社会平安

刘增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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