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新江在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建议

扩大改革试点加大办案力度
本报北京消息（特派记者向

炜程成）

3

月
13

日上午，出席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河南代
表团继续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国人大
代表、市长乔新江参加分组审议并
发言。

乔新江说，今年“两高”的工作
报告，通篇贯穿了法治精神，突出
了改革创新， 彰显了公平正义，体
现了司法为民。各级法院和检察院
在服务发展上更加有为、在维护稳
定上更加有力、在司法为民上更加

有效、 在队伍建设上更加过硬，充
分反映了法院和检察院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方面作出的努力，积极
回应了社会需要和人民期待，为经
济社会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
法保障和服务。

乔新江建议：一是继续扩大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基层法院、检察
院实现人财物省级统管后，要出台
明确意见， 妥善处理好同地方党
委、人大的工作关系；二是进一步
加大基层法官、 检察官的交流力
度，并形成常态化，以提高办案质

量和实效；三是报告中提出“加大
对西部、边远、民族地区法院工作
支持力度”， 应加上中部地区和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以提升这些地
区的法治建设能力， 留住人才；四
是在持续加大对受贿等职务犯罪
查办力度、 坚决反腐的过程中，也
要严厉打击行贿犯罪分子；五是进
一步加大对法检队伍的教育培训，

特别是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

增强法官、检察官的履职能力和服
务意识；六是进一步加大案件执行
力度，敢于担当，提高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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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河区在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义务植树基地开展了植
树节义务植树活动。 区直机关

300

余名志愿者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图为义务植树活动现场。 李昊摄
植树为家园

文明河南 暖暖新年

留乡创业天地宽
“爸，今年我就不出去打了工，

现在家乡的政策也好了。 在家自己
做点事不一定比打工差。 ”“不走也
好，家里机会也很多，再说孩子也
需要你的照顾。 ”新春已渐渐远去，

孔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踏上
打工的路途，而是在家与父亲商量
着如何留下来。

家住商城县的孔强今年
30

岁，

2004

年，

19

岁的他就走上了外出
打工的路。

11

年来，上海、北京、天津、

苏州、广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每年新年与家人离别是我最
难过的时候，常年在外，时常感觉
自己孤零而漂泊。 ”孔强说，外出打工
已经成为自己人生的一种“惯性”。但今
年，他决定来个“急刹车”，为自己的
人生制造一个转折点。

“我在家打听了一下， 家乡创
业环境不错。 我打算先申请创业小

额贷款， 加上这几年攒的
30

多万
元，开一个小型的服装加工厂。 ”

谈起自己的打算，孔强滔滔不绝。

开服装加工厂并不是孔强的
一时冲动。 外出务工

11

年的他，与
服装加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一
线员工到技术管理人员，孔强在服
装加工行业已经是轻车熟路。 拥
有一定市场和人际关系积累为他
的创业提供了可能。

打定主意的孔强迅速行动起
来。他首先在商城县河凤桥乡找到了
用于办服装加工厂的场地。 随后，他
又联系以往所在的厂家， 开始置办相
应的加工设备。 服装加工厂初具雏形
后，当地工人也陆续应聘上岗。

目前，孔强的服装加工厂已经
正式开始生产。 手把手教技术，出
门跑业务，早出晚归的孔强尽管比
以前辛苦很多， 但对未来的发展，

他信心满满。

“家乡的劳动力、房租、水电、

运费、 各个方面成本相对较低，利
润空间还是有的。 再加上当地部门

对我们企业比较关心，我更加坚定
能在家乡能把企业做大、做好。 ”孔
强说。

留乡创业的孔强只是众多返
乡创业、就业者的一个缩影。 随着
家乡的发展， 投资优势日益显现，

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不少具备条件
的游子选择回家创业，一场场招聘
会留住了一个个即将远行的脚步。

在这留得住乡愁的家乡，很多人找
到了前途与“钱途”。

编后
从春节前夕，本报开始陆续刊

登“文明河南、暖暖新年”的系列报
道，如今，暖暖的新年已渐行渐远，

带着全新的期盼，我们已再次踏上
新的征程。 前路漫漫，留存在心中
关于团圆、温暖、幸福的美好回忆
将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激励我们永
不止步。 新的一年，总有新的故事
在上演，有新的感动在发生，这些
关于“温暖”的故事将一直带给我
们前行的力量。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记者走基层

淮河岸边摆渡人

黄沙坡、淮河水，这些景色对形色匆匆的
路人而言只是过眼云烟，然而对于在淮河岸边
摆渡的王明耀而言，却是看惯了

50

年的风景。

淮滨县邓湾乡叶台村和潢川县上油岗乡
的罗台村被

400

多米宽的淮河隔开，河面没有
桥，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王明耀就是这船上
的摆渡人。 在这里，每一朵浪花都曾拨弄缠旋
过老艄公的竹篙， 从长篙木船到机动渡船，历
经几十度春秋。 从青丝到华发，几十年风雨的
磨砺，

64

岁的王明耀显得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清晨
6

时许，天还未亮，浓雾笼罩着河面，

早起的村民到达渡口边时，老王就已经在此等
候。 “过年期间人最多，一天下来差不多有千把
人，来往的大都是走亲戚的，早上八九点、下午
四五点的时候最忙。 ”几十年来，一天里哪些时
间最繁忙，王明耀心里最有数。

到上午
10

时许， 来往做农活和走亲戚的
村民，已经过了

10

余趟，初春的暖阳洒到渡船
上，王明耀的早饭也开始了。 饭是王明耀的妻
子送来的， 村民们渡河没有固定的时间点，王
明耀得寸步不离地守在船上。 这饭还没吃上几
口，河对岸就又聚起了要渡河的村民，王明耀
只得放下饭菜。

“俺这儿流传着一句俗语： 世上最苦三件
事，撑船、打铁、磨豆腐，吃不了苦干不了这一
行。 ”村会计王明发说：“老王识水性，有经验，

人实在，村里人都认可。 一年到头，我们都不知
道坐多少趟他摆的船。 ”

村里的人大都认识王明耀，因为这熟识的
关系，王明耀说更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五十年
来， 王明耀摆渡的船从来没有出过事。 “上了
船，总是要交代小孩要往里站、要看好。 一船人
的性命全在我身上，现在年纪大了更要注意。 ”

淮河上常有沙船来往，两船相交，王明耀总是
“只慢三分，不抢一秒”，让人先行。

也是因为这熟识的关系，王明耀夜里是睡
在船上的。 “有的人半夜里急需过河，我在这守
着，有事叫我一声，就直接可以把他渡到对面
去了。 ”王明耀说。 直到去年，王明耀的冠心病
更严重了，在亲人的劝说下，王明耀的这种吃
在船上坐在船上的日子才结束。

半个世纪的坚守，也许见证不了沧海桑田
的巨变，却可以目睹乡村事迁。 “从前人多，一
天从早到晚来回摆不止

100

回，现在最多也就
60

回”，“原来我走路去渡口， 现在也骑上电动
车了”，“以前一个人收

2

毛钱、洋车
3

毛钱，现
在一个人

1

元、电瓶车
2

元”，“ 这两年小船已
经换成柴油动力的机动船，终于可以放下手里
那

30

多斤重的船桨了” ……虽然景色季季在
变化、淮河岁岁在变迁，万物流淌于时间的长
河之中， 但他那份坚守却依然矗立在这里，永
远等待着摆渡下一个过河人。

本报见习记者李亚云

见习记者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