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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坚持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全面推

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年

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引，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

革，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人民

群众在“便民利民”中切实感受到了

法治的正义与温度。

关注急难愁盼
提供优质服务

“我的赔偿款执行到位了，这次

来是向你们表示感谢。”不久前，农民

工朱某专门来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表达感激之情。

原来，朱某在工地务工时受伤，

但在医疗等费用赔偿方面，与工程公

司发生了纠纷。无奈之下，他来到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经工作人员审

核后，法律援助中心为朱某指派律师

提供法律援助。经过 4次诉讼，历时 3
年多，最终维护了朱某的合法权益，讨

回了医疗等费用共计 33万余元。

“今年 1 月 1 日，法律援助法施

行，其中明确将困难群众请求工伤

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

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以及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等纳入

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司法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各地司法行政机关

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和网

络平台，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保障困难群众获得更加高效、更加

精准的法律援助服务。

“助力农民工”“关爱残疾人”等

“法援惠民生”品牌活动，在助力农

村脱贫攻坚、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持续开展“1+1”

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援藏律

师服务团等项目，推进法律援助均

等化，为律师资源稀缺地区的困难

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工作是暖民心的民生

工程，一年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着

力解决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困难群众可以

平等享有获得法律服务的机会，切

实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公共法律

服务获取更加便利。我国公共法律

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

快速推进、深度融合，服务的公益

性、普惠性、便捷度不断提升。截至

目前，我国共建成省、市、县、乡、村

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57 万

个，每年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

各类服务 1800 多万件次；“12348”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设座席近 2000个。

上线中国法律服务网英文频道

和全国法律服务地图，开通即时咨

询功能、上线微信小程序、对接公证

在线申办系统……如今，群众只需

通过电话、网络或者微信小程序就

能随时随地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

强化调解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

不久前，北京市东城区胡同住

户李某和王某因申请式腾退引发家

庭纠纷。李某母亲和王某母亲本是

姐妹，但双方对房子的历史由来各

执一词，对房屋腾退补贴款的分配

方式主张也差异悬殊。

用心用情，讲理讲法。调解员

一方面通过联系房管分中心进一步

核实有关信息，一方面对双方耐心

劝解。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调解

员经过多次与双方见面详谈、电话

沟通，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最

终，双方抛开既往嫌隙，同意各拿

50%申请式腾退房屋补贴款。调解

员用耐心细致化解了矛盾，也解开

了两家人的心结，弥合了亲情，一场

家庭纠纷被及时化解。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第一道防线”。一年来，各地司

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

优势，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消除在萌芽状态，有力维护了社会

和谐稳定。

在湖北省武汉市，针对人民群

众关心的医患矛盾纠纷专业性强、

矛盾易激化特点，当地推进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在原有交通

事故纠纷、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领

域基础上，针对新时代矛盾纠纷的

新变化，我们积极拓展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组织覆盖领域。”武汉市司法

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黄有

鸿表示。

“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下发多

个文件，深化道路交通、医疗领域人

民调解工作，拓展在养老服务、旅游

等领域开展调解工作，同时加强对

商事调解工作的调研指导。”司法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矛盾纠纷化

解需要，积极拓展调解工作领域，不

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

作，人民调解成为化解医疗纠纷的

主渠道。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

员会 70余万个，人民调解员 320余万

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 30 余万人。

上海、江苏、辽宁、黑龙江、吉林、湖

北、河南等地推进市、县（市、区）人民

调解中心建设，打造综合性、一站式

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平台，目前，各地

共建立人民调解中心 950余个。

提升执法水平
让群众更满意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尼山镇鲁

源新村位于尼山脚下，民风淳朴、风

景优美，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近年来，随着游客数量不断攀

升 ，村 民 在 村 口 路 边 摆 起 了 小 吃

摊。村民富了，但村庄里餐饮垃圾、

油渍脏水遍地淌，清理占道经营成

了难题。村民们虽然办了营业执照

和卫生许可证件，但没有固定经营

场所，行政执法难度大，执法人员和

村民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在执法监督中，曲阜市行政执

法监督局发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

“严管与厚爱结合，执法与服务并

举”的执法监督建议，指导尼山镇综

合执法办公室树立为民理念，转变

执法方式。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有关

部门和村居，在村口平整了一片空

地，通上了水电，将景区周边占道经

营的所有商户集中经营、集中管理，

既提高了村民收入、方便了游客，也

彻底改善了农村环境，赢得了群众

的好评。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

职能的重要方式，工作面广量大，直

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为破解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执法和监

督难题，济宁市出台了《关于建设市

县乡三级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的

意见》，将执法监督工作重心沉到基

层，同时，聘任 426 名行政执法社会

监督员、6273 名执法监督网格员，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执法到哪

里、监督就覆盖到哪里。

积 极 推 动 行 政 处 罚 法 贯 彻 落

实，大力推进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

信息化建设，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标

准化水平大幅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和效能不断提高……一年来，各地

采取有力举措，让行政执法既有力

度又有温度。

“纵 深 推 进 行 政 执 法‘ 三 项 制

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落实，进一步推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司法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省市

县乡四级纵深推进，已基本实现了

对各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单位的全

覆盖，执法的“能见度”和“透明度”

不断提高，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明显减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纠

错率明显下降，人民群众获取执法

信息、办理各种手续更加方便及时，

对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和服务满意

度明显提高。

让群众感受法治的温度
本报记者 魏哲哲

娴 熟 驾 驶 九 大 类 28 种 机

车车型，驾驭复兴号驰骋在祖

国广袤大地上；自主研发 30 余

种铁路工程机械，为共建“一带

一路”增光添彩……在祖国的

铁道线上，“最美铁路人”守正

创新，踔厉奋发，勇担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的历史使命。

自主创新，
铸造大国重器

作 为 中 国 第 一 代 高 铁 工

人，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 车 体 事 业 部 高 级 技 师 张 雪

松，见证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

领跑全球的历程。

2005 年 5 月 ，在 高 铁 技 术

引进的关键阶段，张雪松接到

了制造铝合金样车的任务。团

队一切从零起步，十几个昼夜、

几十次试验，车体部件仍不达

标。关键时刻，张雪松看到通

风设备上飘动的布带，他拿来

风速仪一测，发现影响焊接变

形的原因是焊枪口风速超标。

自此，他带领团队顺利解决了

车体底架挠度超差等 30 多项

技术难题。

随着中国高铁进入智能制

造时代，张雪松又带领团队先

后完成技术革新 109 项，摸索

出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生产

的各项技术参数，持续巩固和

扩大中国高铁的领跑优势。他

还编制了 15 种课件和培训教材，完成 5000 多人次的轮训，

培养的智能制造选手获得过多项大奖。

同样富有创新意识的，还有武汉局集团公司金鹰重工

工程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王江。工作 20 年来，他设计了 30 多

种铁路工程机械。

为了抢占世界铁路技术制高点，王江带领团队组建打

磨实验室，开发出新一代打磨控制系统、车载廓形检测系

统，作业后钢轨表面粗糙度控制在 6 微米以下。为破解大

功率重型轨道车在高原条件下的运用难题，他克服严寒、缺

氧等困难，主持攻关的高原大功率重型轨道车运行稳定，填

补了高海拔大功率轨道车的空白。

积极推动“走出去”，王江带领团队主动投身国际市场

竞争。2014 年，在参与新加坡一项工程车项目投标时，对

方提出新要求：针对左右轨扭曲线路的轮重减载率增加静

态测试。第二天一早，在众多投标者中，只有王江的团队把

量身定制的方案摆上会议桌，对方当即表示：“中国同行的

效率令我们敬佩。”

以新加坡市场为起点，王江带领团队先后中标雅万高

铁、中老铁路等项目，多功能作业车等 18 种产品远销 26 个

国家和地区，让中国铁路装备成为“中国创造”在海外的耀

眼名片。

兢兢业业，守护行车安全

在陇海铁路上，有一座跨越深谷、巍峨耸立的铁路大桥

——杨连弟桥。这座大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杨连弟烈士的名字命名。如今值守这座桥的，是郑州局集

团公司洛阳工务段杨连弟桥隧工区工长李玉斌。

李玉斌的爷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铁路人，守护大桥 18
年直到退休。后来，李玉斌的父亲扎根于此，一干就是 38
年。2008 年，听着英雄桥故事长大的李玉斌，来到工区报

到，父亲反复叮嘱他：“要守好桥，比我们干得更好。”

李玉斌以实际行动延续守护英雄桥的责任与使命。

2021 年夏天，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一天，陇海线观音堂

至庙沟区间的片石护墙鼓包，李玉斌带领工区人员和抢险

人员百余人紧急抢修，奋战 7 小时后，终于解除危险。14 年

来，李玉斌和工友们先后发现、防止安全隐患 200 余件，管

内路段未发生一起行车安全事故，确保了英雄桥和管内 35
座桥梁、10 座隧道、118 个涵洞安全万无一失。

守护铁路安全的，还有广州局集团公司衡阳车务段衡

阳站车站值班员王军。一趟列车通过车站，值班员至少有

29 个作业程序，最忙碌的时候，作业人员要在 5 分钟左右的

时间里，完成近 90 个程序。这些都难不倒被同事们誉为

“规章活字典”的王军。入职仅 1 年，他就翻烂了 4 套行业规

章，做了 8 本学习笔记，将标准作业流程、行车规章熟记于

心。在 2014 年第四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他夺

得车站值班员桂冠，被聘为全路首席技师。

车站值班员更要善于应急处突。王军工作的衡阳站，

是京广大动脉的重要节点，5 条干线交会，29 条股道密布，

穿插进行接发列车、调车等多项作业。特别是春运期间，王

军每天要在多个方向办理旅客列车 200 余趟。尽管工作压

力大，但自 2009 年入职以来，王军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

故，还 15 次参与京广、湘桂、衡柳、怀衡和吉衡线安全攻关，

成为备受信赖的安全行车“指挥官”。

持之以恒，助推铁路建设

2019 年 12 月 30 日，时速 350 公里的智能高速铁路——

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京张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运输安全部副

部长王久军，正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京张高铁穿越高寒、大风沙、城市区等，短短 174 公里

却存在诸多技术难题，清华园隧道就是其中的一个难点。

作为京张高铁控制性工程，清华园隧道与北京地铁 10 号

线、12 号线、15 号线交叉穿越，长距离并行北京地铁 13 号

线，还穿越了北三环、北四环等 7 条主要城市道路、88 条重

要市政管线，施工风险之多、标准之高、难度之大，相当于完

成一台精密的“心脏搭桥手术”。

结合不同地质地段条件，王久军与参建单位灵活运用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IM），采用不同的注浆加固方案，攻克

一道道难关，确保了隧道安全贯通。当盾构机刀盘徐徐破

土而出，有人惊叹：“沉降只有 0.8 毫米，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是不敢相信。”

尽管京张高铁已成功运营，但是为保障冬奥会赛区间

的高品质运输，王久军反而更忙了。他带领团队增设了轨

旁探测检测设备，添置了动车组智能防冰融雪设备，新建了

智能运维检测、智能安检等平台，“一定要让中国高铁成为

冬奥会上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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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我没被选上，不能去参加演出

了。”“你可以继续在马兰小乐队唱

歌，乐队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在

太行山深处马兰村的一间小屋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安慰一个

小男孩。男孩点点头，跟着节拍继

续唱：“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

马兰……”稚嫩的歌声飘出窗外，飞

出大山。

这位 78 岁的老人叫邓小岚（见

右图，本报记者张志锋摄），退休后

的她从北京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

庄镇马兰村教山里娃唱歌，默默坚

守了 18 年。

“马兰村就是我的家”

“马兰村就是我的家。”邓小岚

一边调试小提琴，一边微笑着说。

家在北京，她和马兰有什么渊

源？上世纪 40 年代，邓小岚父母曾

在位于马兰村的《晋察冀日报》工

作。1943 年底，邓小岚在马兰村附

近的易家庄出生。

父母工作忙，就把她送到附近

麻棚村一户老乡家寄养，老区人用

小米粥哺育“小岚子”2 年多，之后

她随父母转到张家口。

跟着父母辗转多地，邓小岚后

来到了北京读书，考上清华大学，长

大后从未回过马兰村，但心里却一

直把那儿当作自己的故乡。

一个契机，让她决定回到马兰

村。当年敌人扫荡时，《晋察冀日

报》有 7 位同志牺牲。2003 年清明

节，已退休多年的邓小岚回马兰村

为烈士扫墓，马兰小学 20 多名小学

生参加纪念仪式。

活动结束后，邓小岚想跟孩子

们一起唱支歌，但孩子们一脸懵懂，

“什么歌都不会唱”。邓小岚心里很

不是滋味，由此萌生一个念头：一定

要再来马兰村，教孩子们唱歌。

2004 年夏天，邓小岚再次回到

马兰村。当时马兰小学仅有一名老

师，没开音乐课。于是她成了这里

的义务音乐老师，每半个月来一次，

教孩子们唱国歌、少先队队歌，以及

《歌声与微笑》等歌曲。

她最初以为，教孩子们唱歌是

很简单的事。可是有的孩子家长认

为，将来考学又不考唱歌，白花工

夫。她理解家长的心情，就一家一

家上门解释，“课余学唱歌，不会影

响学习，还能促进学习！”

“我喜欢教孩子
们唱歌”

时光伴随歌声悄悄流淌，邓小

岚种在山坡上的金菊花年年如约绽

放，不知不觉中，她在马兰村教唱歌

已经 18 年了。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正常学习，

她用周末、课余和假期给孩子们上

课。北京到马兰有 400 多公里，当

年没有高铁，她一大早赶公交、换地

铁，从北京西站乘火车到河北定州，

再换乘班车，赶到马兰村经常是傍

晚 6 点多。山路弯弯，坑坑洼洼，但

她从不觉得苦。

后来她搬进学校，住在大山深

处。冬天经常是零下十几摄氏度，

寒风透过门缝往屋里钻，毛巾冻成

了“硬板”，她晚上睡觉都得戴着帽

子。一些亲友不解：你为啥跑到大

山里教孩子唱歌？她笑笑说：“我喜

欢教孩子们唱歌，也喜欢听孩子们

唱歌。”

巍巍太行山，清清胭脂河，老人

牵挂小山村。冬去春来，每月跑两

趟，寒暑假都住在村里。

2006 年 10 月，她从北京家里带

来几把吉他、手风琴和小提琴，成立

了由 6 个孩子组成的马兰小乐队。

五年级的孙志雪以前只在电视

上见过电子琴，她忍不住好奇地按琴

键，“当——”电子琴发出美妙的声

音，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后来，她

考上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今年

寒假她来看邓老师，“当年电子琴的

那一声响，打开了我的音乐之路。”

渐渐地，邓小岚身边的一些朋

友被她感动了，陆续加入。她的朋

友还专门为孩子们创作了《假如有

一天你来到马兰》等歌曲。

“音乐为孩子们
打开一扇窗”

过去，条件艰苦，村里许多孩子

连 县 城 甚 至 镇 上 都 没 去 过 。 2008
年国庆节，邓小岚带马兰小乐队来

到北京，山里娃们第一次坐火车，第

一次坐地铁。他们游览“鸟巢”，到

天 安 门 广 场 看 升 旗 …… 一 路 走 下

来，他们也把歌声带到了北京。

当时一些城市经常举办音乐节，

但很少有儿童音乐节，邓小岚想：能

不能给孩子们办一个音乐节呢？

2013 年夏，邓小岚决定在马兰

村的山谷里举办森林音乐会。县里

帮着建舞台，邓小岚每天骑电动车

去盯进度。7 月 24 日，她急着去工

地，不小心栽进路边大坑，左腿摔成

骨裂……

舞台建好了，形似一只展翅飞

翔 的 小 鸟 ，又 像 一 双 向 上 托 举 的

手。“希望孩子们放飞希望，托起明

天的梦想。”8月 24日，首届马兰儿童

音乐节举办，20名队员表演小提琴、

合唱等。听！山里娃娃拉起小提琴，

悠扬的琴声穿越树林，飞出大山。

2021 年 10 月，一座新的月亮舞

台建成。近年来，当地共办了四届

马兰儿童音乐节，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小歌手、大歌手到马兰分享“歌声

与微笑”。

音乐化人，为孩子们开启全新

世界。近年来，小乐队培养了近百

人，北京、上海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

足迹和歌声，也带动了更多的山里

孩子。现在村里有很多孩子上高

中、读大学，小乐队里也有 4 名成员

考上了大学里的艺术专业。

如今，马兰小学有 90 多人，邓

小岚还教新来的音乐老师拉小提

琴，以期带动更多学生。“音乐为孩

子们打开一扇窗。”邓小岚说，“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要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

退休老人邓小岚到河北阜平教山村孩子唱歌，默默坚守18年

歌声飞出太行山
本报记者 张志锋

■守望R

近年来，广西桂林公路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改善路容路貌，确

保安全畅通，在方便群众出行的

同时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沿

线农产品销售，带动沿线经济发

展，助力致富增收。

图为日前拍摄的国道 322 线

湘江战役纪念园路段。

刘 洁摄（影像中国）

致富路
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