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夺刀少年”康复出院

� 6

月

23

日，“夺刀少年” 柳艳兵和易政勇在

经过

24

天的治疗后出院。

目前， 二人伤口愈合情况和精神状态良好，

已能独立活动。 主治医生雷鸣告诉记者，由于本

身身体素质较好，并且配合治疗，二人恢复进度

较快。 柳艳兵和易政勇表示，回到家后，会根据身

体恢复情况尽快投入复习。 对于考试，柳艳兵告

诉记者，他对自己有信心。 易政勇之前伤势较重，

有些担心自己的发挥，“但我还是希望用成绩证

明自己！ ” （据新华网）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乡拍摄的喀斯特地貌（

2011

年

7

月

24

日摄）。

6

月

23

日，以桂林喀斯特（广西）、施秉喀斯特（贵州）、金佛山喀斯特（重庆）

和环江喀斯特（广西）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二期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

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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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身边好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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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央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每亩地各

种补贴已经超过

100

元，而当初所定每亩

190

元的承包费却一直没提高。 原先没有承包的

农户自然提出异议， 要求把土地收回重新安

排使用，而几十家承包户岂肯轻易退让，矛盾

因此产生。 年复一年，干部换了几茬儿，也没

能把问题解决。 每到种地时，村里空气就很紧

张，一方要强种，一方要阻挠，村里形成了错

综复杂的矛盾对抗，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从

县里一直到北京，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庭长征求闫胜义的意见。 闫胜义说：“群

众的事情不能不管，案件再难也得办，就由我

来办吧。 ”

闫胜义和庭里同志进村调查， 发现问题

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 他们还没进村，就有

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

打不赢！ 还有人在私下里鼓动，意图把事情闹

得更加混乱。 更多的群众则是不愿面对法官，

不敢道出实情。

办案人员对案件处理有三种意见： 一是

按照《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将案件驳

回，不予受理；二是按照掌握的情况硬判，走

一步说一步；三是通过做大量工作解决问题、

化解矛盾。 三种意见，第三种最难，而闫胜义

坚持的是第三种意见。

3

个多月过去了， 闫胜义他们没少看冷

脸、听冷言、吃闭门羹。

他和同志们约定：“再难， 要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

情况基本摸清了。 凭借多年处置这类问

题的经验，闫胜义认为必须借助更大的力量来促

成问题的解决。他和庭长一起向院领导汇报，建议

县委成立了综合工作小组，以法院为主体，纪检、

公安、乡镇等配合，联合开展工作。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了， 群众的信心也明

显增强了。 这时，闫胜义发现自己朋友的一名

亲属是承包户，在村里地位和威望比较高。 在

朋友的帮助下，闫胜义首先找这一户做工作，

使他首先答应把承包地交回村集体。 坚冰自

此开始融化。 闫胜义和同事们趁热打铁，一户

户地做工作，说法理，谈人情，经过几个月的

努力，承包地全部上交到了村委会 。 法庭紧

接着又指导村委会通过拍卖方式将收回

的土地向外发租 ，租金向全体村民平均发

放，平均每户每年获得了几百元的地租收入。

一起

20

多年的土地遗留问题终于在这里画

上了句号。

闫胜义认为，法官就是要断案、解决问题

的，所以不该“怕事”。 越怕，事越难；越拖，事

更难；解决了，它就不再难！ 他常说，想想当年

焦书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咱还有啥难可怕，

有啥可为难的呢？

“群众的事情要办彻底”

陈铁军是个搞建筑的农民工。

2013

年麦

收时节，正是家中用钱的时候，但连续几个月

工钱拿不到手， 他于是和其他农民工一起把

包工头起诉到了法庭。 法律关系简单，判决结

案容易，但闫胜义想的是，陈铁军等人如果拿

不到欠薪，结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知道被告虽然是包工头， 但问题的症

结是工程甲方拖欠工程款。 他和包工头一起

找到工程甲方。 他说：“眼下正收麦，农民急用

钱。 咱们都是农民出身，要理解农民看着麦子

焦在地里的心情啊！ 不管你们和包工头中间

有多少扯不清的事， 这个节骨眼儿上都得做

些让步，先把欠民工的钱支付了再说，这也算

你们对农民的一种回报。 ”掏心掏肺的话打动

了在场的人们。 甲方同意拿出一部分款支付

农民工工资。 闫胜义亲眼看着农民工一个一

个把钱领到手， 高高兴兴走出大门， 他才放

心。

“闫法官同一般法官不一样！ ”走南闯北

做生意的李勇这样评价闫胜义，“一般法官想

的主要是办案，闫法官想的不光是办案，更重

要的是办事，为群众办事。 ”李勇说这话，自有

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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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刚踏上生意场的李勇与朋友

合伙开办一个板材厂，半年后和朋友闹崩了。

双方都觉得吃了亏。 李勇认为朋友应该再给

他

5000

元， 头脑一热就将朋友告上了法庭。

开庭时双方都傻了眼： 两人拿出来的流水账

差不多，谁也不能证明谁吃亏占便宜。 打官司

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据不清，法官可以不管。

可要把账彻底理清楚， 当事人要找会计师事

务所，还要资产评估、审计，花费不在小数，对

双方来说都很不值得。 为了处理好这一案件，

闫胜义把双方的账本都要了去， 好言央求一

位有经验的会计师， 免费把双方的每一笔账

理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两个人讲得清清楚楚。

案结了，李勇和朋友的心结也解开了。 李勇向

人夸闫胜义：这样实打实地给老百姓办事，不

就是当年咱焦书记的作风吗？

2007

年

7

月， 全省法院系统开展大接访

活动， 要求各级法院对所有不稳定因素进行

逐案排查。 兰考县法院为此要求每个审判人

员把办过的案件梳理一遍， 存在信访因素的

每周五登记上报，不准漏报、瞒报。 两个月过

去了， 全院只有闫胜义一个人连续

8

次上报

都是零。 主管副院长张建民心里不踏实，专门

找闫胜义谈话， 闫胜义只说四个字：“真的没

有。 ”张建民激他：“你这么肯定，敢不敢写个

保证书？ ”闫胜义说：“敢！ ”当即写了份保证

书。 事后证明，闫胜义所报不虚。

当年

10

月，兰考县法院开展优秀裁判文

书评选， 要求每名审判人员上报两份当年的

案件判决书参评，闫胜义一份没报。 院里觉得

奇怪， 一调查， 发现闫胜义当年一共办了

65

起案件，大部分调解，一部分撤诉，确实没有

一起判决的。 到当年的年底，闫胜义共审结案

件

98

件，判决的只有

3

件。

闫胜义认为，基层法官是党的基层干部、

基层社会工作者，要更多考虑社会和谐。 他承

办案件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人和。

27

年间，他

办理的案件，调撤率在

85%

以上，真正以判决

结案的不到

15%

。

后记

采访中， 闫胜义和我们常在一起无拘无

束地闲聊。闲聊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我们

留心记下了他的几段话 ， 摘出来 ， 以飨读

者———

“有一首诗说的是人们退着插秧，退着退

着，面前成了一片秧田。 意思是人要知道退，

才能得到想要的。 很多人说我这也不争，那也

不争，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像焦书记那样为群

众办事。

27

年的

2600

多起案件就是我得到

的秧田。 ”

“焦裕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

有他自己。 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 要忘掉自

己，想着群众。 忘掉自己，很重要的就是忘掉

个人的名和利，忘掉这些，活得就轻松自然。

想着群众， 就是要想着群众的忧和愁———老

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 别人看来是

鸡毛蒜皮，对他却是天大的事，他可能一辈子

就打这一次官司———替群众分忧解愁， 群众

高兴，自己也高兴。 ”

“法官是神圣的职业。 法官如果都不公正

了，群众还会信谁？ 原告、被告是利益的相关

方，如果偏袒一方，必然损害另一方。 我不是

不给亲戚朋友帮忙， 因为这种帮忙看起来是

在办好事，其实对另一方就是在办坏事，这是

坏良心啊！ ”

“我认为法官和医生很相似。 医生是解除

人身体上的病痛， 法官是解除人思想上的烦

恼痛苦；医生每看好一个病，就是做了一件好

事，法官每化解一起纠纷、调处一起矛盾，同

样是做了一件好事， 心中的充实和喜悦是一

般人难以体会的。 ”

“幸福与不幸福，要看你和谁比，看用哪

面镜子去照。 践行焦裕禄精神，看起来都是在

奉献自己为别人好，其实按我理解，它也给自

己带来了好。 都说现在的世界是喧嚣浮躁的，

但你如果有焦裕禄精神作滋养， 你能常拿焦

书记这面镜子照自己， 你肯定会感到内心的

宁静和充实，你的幸福指数会很高。 ”

（据《河南日报》）

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23

日至

24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

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他强调，职业教育

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

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

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

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习近平指出， 要树立正确人才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弘扬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

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

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 要牢牢把握服务发

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

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

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 要加大对农村

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

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

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

才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会前接见与会全体代表并讲

话，强调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能人才，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比较充

分就业提供支撑。

李克强向全国职业教育工作者和

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界人士表

示感谢。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

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培养了大规模的技

能人才，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善

民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李克强强调，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也应当大有作为。 要把提高职业技能和

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不仅要围绕技

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公共服务

要求和扶贫攻坚需要，培养大批怀有一

技之长的劳动者，而且要让受教育者牢

固树立敬业守信、 精益求精等职业精

神，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

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

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中

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把职

业教育办好做大。 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

场作用，既要加大政府支持，又要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更多促进社会力

量参与，形成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发展格

局。 要走校企结合、产结融合、突出实战

和应用的办学路子，依托企业、贴近需

求，建设和加强教学实训基地，打造具

有鲜明职教特点、 教练型的师资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关心

和帮助职业教育工作者，推动社会各方

形成合力，让现代职业教育助推经济社

会取得更大更好发展。

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

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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