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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王一妃）5

月12日，汝州市临汝镇给本报记者发来消

息称，临汝镇狮子张村、桂花张村1100亩

樱桃园里的樱桃进入采摘季，一串串红彤

彤的樱桃挂满枝头，红绿相间煞是喜人。

千亩樱桃园里，种植的有美早、布鲁

克斯、俄罗斯8号、黑珍珠等10多个樱桃

品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土

壤，使这一带种植的樱桃具有独特的口

感和风味。千亩樱桃园樱桃采用露地种

植，其果实个大肉厚、皮薄核小、细嫩多

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

每当樱桃成熟季节，远道而来的采

摘者和车辆摩肩接踵，一辆接着一辆。

晶莹剔透的大红樱桃如玛瑙一般挂满枝

头，摘一颗入口，酸甜两味瞬间奔入口腔

每个角落，给人一种甜而不腻、酸却不俗

的感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临汝方面提醒说，进园采摘时注意

保护果树，切记用力过大导致枝条摇晃

樱桃掉落，不仅浪费果实，还可能损伤树

枝，影响来年收成。

“我会在这里安心努力工作，在司法

所的教育下，多学习法律知识，好好矫

正。”4月19日，在寄料镇徐庄东坡猪场

建设工地，社区矫正对象王五（化名）正

在搭建猪棚上的彩钢瓦。谈起刚刚找到

的新工作，他倍感珍惜。

王五是寄料镇所属一个村的村民，

今年3月，因犯滥伐林木罪，被汝州市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一年。

3月22日，王五到寄料镇司法所接受社

区矫正。寄料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在走访

中，了解到王五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后，

遂为王五找到了这份在养猪场务工的工

作。

为使社区矫正对象安心接受矫正，

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寄料镇司法所

定期在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学习室举

行社区矫正对象互帮互助活动，通过“结

对子”的方式，形成互帮互助小组，加强

社区矫正对象之间的交流，增强互信与

关怀，并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岗位，帮助

生活困难、生活信心不足和无业社区矫

正对象提振生活信心，提高矫正工作质

量。

在寄料镇4月13日举办的互帮互

助活动中，社区矫正对象徐小刘（化名）

主动表示要帮助无业矫正对象提供就

业岗位，司法所工作人员积极促进，谈

心谈话，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到活动

结束时，已有3名矫正对象在司法所和

互帮互助小组的帮助下找到了就业岗

位。

在加强对矫正对象监督管理，积极

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对象之间互帮互助机

制的同时，寄料镇司法所注重开展“感恩

教育”，使社区矫正对象在感受温情管理

的同时，提升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素质

和服从管理的自觉性，为维护社会稳定

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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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五一”前夕对全国劳动者的殷殷寄语

和祝福。

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乡亲们而

言，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小儿，干活儿都是

每天的标配，因为千百年来农村人都是要靠双

手从大自然里刨食的。村里的耄耋老人都快上

百名了，很多老人依然耳不聋眼不花，去年我给

祝寿（九十大寿）的老人，至今还在种地呢。

驻村一年多来，虽然我也是常常每天工作

14~16个小时，尤其是最近几个星期，在村里的

每一个晚上大都开会到深夜11时多，但相比于

这些乡亲们，我还是心感愧疚的，尤其是我的这

些村干部伙伴们。他们在家是父亲、是爷爷、是

妈妈，还是一家之长，要干农活儿、要弄营生，挣

钱养家，在村委会还要围着我和工作队转，完成

工作队和村“两委”布置的每一项工作任务，虽

然工资不多,但无怨无悔。

“人家省派干部，放着机关的清福不享，来

咱村里受罪，每周在这儿五六天，咱们得好好配

合啊！”这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话。于我而

言，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因为驻村工作来到山

村，我给他们说，一个人在村里，唯一的任务就

是工作，把时间排满，我还充实些、免得孤单，这

也是我的内心话。

其实，这样的氛围挺好，互相理解、努力工

作，干好每一件事，去年驻村10个月，推动10

个民生项目、3个产业项目落地实施，都得益于

村干部们的全身心投入，乡亲们元旦前夕给我

送来的20多面锦旗和感谢信，其实大都是村干

部们的功劳。

但我知道最辛苦的，还是我的村干部伙伴

们，他们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五一”假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布置几个

项目，开会到深夜11时多。“五一”国际劳动节

当天，大棚香菇项目工地热火朝天，村干部们亲

自上阵，百吨大储水罐配套水泵机组开始安装

施工，供水管网铺设进入尾声；香菇大棚里的乡

亲们，也在紧锣密鼓地采摘末茬儿香菇、保养菌

袋，喷淋菌棒、降温增湿或者第二次注水。

我那放假后进村、第一次走进香菇大棚的

孩子，更是兴奋异常，看着鳞次栉比的香菇菌

棒，第一次知道香菇是种出来的，不是在树上长

出来的，他根据我的介绍，开始寻找可以采摘的

香菇，一个又一个成熟的香菇，慢慢地装满他手

里的塑料袋，满脸的成就感和笑容，也感染了周

围的乡亲们，在这里他体验了采摘的快乐！其

实孩子不知道的是，对于香菇种植户叔叔阿姨

们来说，采摘是最作难的工作，短时间内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香菇成熟的时间很短，也许就那

4~8小时最佳采摘时间，过了这个时段，“菌帽”

一旦“开伞”，香菇就卖不上价钱了，批发商出的

价格就会降低2/3以上！一个棚3700袋香菇，

一轮采摘就一两千斤，最起码需要5~8个劳动

力同时采摘。

山坡养殖项目，开始启动了，现场在测量，

工程预算，施工方式，水、电、路和圈舍规划都要

同时做，虽然安排由专人负责牵头项目实施，但

千头万绪，哪是一个人的事？村干部们都要一

起商量，尽可能选择最佳方案、降低投入成本。

他们哪有休息的空呢？离开村子，黄昏之际赶

到小屯镇郭庄村羊场，汝州赫赫有名的“大羊倌

儿”王建勋，也在不停地忙碌着，铺设改建场区

道路、修缮排水设施，直至灯火通明才停工，这

里也没有“五一”假期。

驻村这一年多，两鬓的白发愈发茂密，我常

说是岁月的痕迹，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在村

里第一书记就是大家长，什么事都要“管”的，最

早的“投诉电话”是夏天黎明之际凌晨4时30分，

最“勤快”的敲门声是中午午休那会儿，你都必须

笑脸相迎，因为乡亲们遇到难心事了，你也许会

说事不大，但却是他或者他这一家最大的事。

说实话，我其实是挺盼望节假日的，我可以

回家睡个好觉，就像昨晚，回到城里的家中，看

看书、和孩子聊会儿天，很轻松地睡了7个多小

时，这在村里简直就是奢侈啊。但比起村干部

们，我还是幸福多了，他们才配得上真正的劳动

者，“五一劳动奖章”真应该发给他们，哪怕是村

里的奖章！

也许就在这一刻，我在电脑前爬格子，而我

的村干部伙伴们却正在山风里丈量路面、圈舍

地基呢，我只有向你们致敬了，亲爱的伙伴们，

明年的“五一”，我一定给你们颁发“五一劳动奖

章”证书！

汝州市司法局

以学促干力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许艳芳文/图

4月26日，汝州市夏店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室，双方当事人
终于履行了调解协议。当事人张志（化名）数着从人民调解员
手里接过的钱，表示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来自汝州市
司法局的消息表明，这样的情景，在汝州市基层司法
所并不鲜见。

3月以来，汝州市司法局以抓严抓实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抓深抓细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立足为民服务总目标，以学促干，切实将党
史学习教育的激情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
内在动力，将学习党史教育成效体现在人民群
众满意中。

2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

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

的通知，规定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于提

取已故存款人在同一法人银行的账户余

额合计不超过一万元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无需办理公证。

4月16日，蟒川镇的王女士到一家

金融机构提取已故丈夫存折上的存款。

根据新规定，原本可以直接取出，但因为

王女士已故丈夫办理存折时，使用的居

民身份证号码和其二代居民身份证号码

不一致，导致无法按最新规定提取已故

丈夫的银行存款。

汝州市公证处公证员李武阳了解情

况后，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沟通，提出继

续为王女士办理小额继承公证，简化证

明材料，并减免相关公证费用的办法，使

王女士凭小额继承公证书顺利提取了其

已故丈夫的银行存款。从办理公证手续

到取出存款余额仅用了3个小时，受到

了王女士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称赞。

据介绍，在持续开展的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党史学习教育中，汝州市公证处

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行

业特色，推出了延时公证服务、开通公证

办理“绿色通道”、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开

展公证援助服务、开展优先公证服务等

五项公证服务承诺，积极践行了“我为群

众办实事”爱民实践活动。

如果说，公证服务是随时随地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问题，那么活跃在汝州城

市和乡村基层一线的1400多名人民调

解员，则是筑牢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的牢固坝基。

4月23日，小屯司法所院内，4名女

性把一面印有“心系群众 公正司法”的

锦旗，送到了所长何莹莹手中。“金杯银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

百姓的夸奖”，一面面锦旗，一句句夸赞，

就是对人民调解员的最高评价，也是人

民调解员“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的

见证。

4月19日上午8时30分许，小屯镇

耿堂村魏新庄自然村魏三（化名）等8人

来到小屯镇调委会反映，他们8户的耕

地出路被郑四（化名）种的庄稼占了，无

法通行。去年秋收时，8家人在收玉米

时，只好用袋子把玉米棒子装起来，一袋

一袋扛出来，费力又费时。眼看今年的

麦收季节快到了，如果这个道路问题不

解决，到时候麦子还得扛出来，“真让人

急得不得了”。

何莹莹通过调查走访得知，魏三等8

户人家与郑四的纠纷已在耿堂村调委会

调解了两次，但双方都没有谈拢。群众

利益无小事。何莹莹立即召集调委会成

员，制订调解方案，要求人民调解员立即

到现场解决双方的矛盾纠纷。调解员到

现场后，耐心听取当事双方意见，并要求

当事双方把自家的土地确权证拿到现

场。仔细查看双方的证件后，调解员果

断作出调解方案：根据土地确权证书上

的数据，把郑四家的耕地宽度30米丈量

出来，总宽度33.26米减去证书上的数，

就是路面3.26米的宽度。当事双方同意

了这个方案。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大家一起动

手埋好界石，这桩涉及9家的邻里纠纷，

在人民调解员的公平、公正调解下，顺利

化解，既维护了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又

和睦了邻里关系。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是基层司法所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但因为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矛

盾及形形色色的群众，很多时候又是关

系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处理起来，其实

并不那么容易。

人民调解 调出邻里间和谐幸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梁亚波）“园子里

的樱桃已开始成熟，今天是第一天采摘，

我们雇了六七名村民前来帮忙。这60多

亩樱桃预计产量四五万斤，批发给外地的

客商每斤12元左右，大概有40多万元的

收入。这两天郑州等地的批发商都过来

订购了，应该不愁销路。”5月10日上午，

汝州市温泉镇西唐村集体经济项目大樱

桃园里，该村党支部书记、村级农业合作

社负责人孙学仁笑着介绍道。

连续三年丰收的大樱桃，见证了西唐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据介绍，该村近

年来通过土地流转、转包等形式，建设以

集体经济为依托的温室大棚12座，引进

发展赤松茸种植；将村南的1800亩耕地

转包，由村集体统一耕种，发展花生等经

济作物规模化种植；将村北的樱桃园转型

为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乡村观光游项

目。

当天上午，记者在大樱桃采摘园看

到，进入采摘季的大樱桃果实饱满、表皮

殷红，透出玉石般光泽。孙学仁说，这多

亏今年雨水充沛，加上邻近涧山口水库，

樱桃的果肉水分大、甜度高，是时令果蔬

中的佳品。

据介绍，为了保证樱桃果实口感，果

树全部施用农家肥，全自然生长，不喷施

农药，属于绿色产品。樱桃采摘园紧邻涧

山口水库，是一个休闲采摘、观赏自然山

水风光的好去处。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樱桃园独特的

地理位置，发展体验式采摘、精品烧烤、民

宿于一体的乡村游项目，同时把村里发展

的赤松茸种植、罗汉果花生等集体经济项

目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乡村体验游的完整

产业链，助推乡村振兴，让群众过上更加

富足的好日子。”孙学仁说。

汝州市温泉镇西唐村：大樱桃壮大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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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汝州市请来汝州市临汝镇千亩樱桃园吧

志愿服务送法下乡

▲群众为小屯司法所送锦旗

数据表明，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汝州市司法局立足

职能，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优势，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共组织律师

参与信访值班接访29人次，化解信访案

件7起，深入村（居）开展法律服务活动

376次，提供法律咨询762人次。汝州市

法律援助中心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

为农民工、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开辟了

绿色通道，提供法律援助97起，免费提供

法律咨询130余人次。汝州市公证处办

理公证612件，其中上门办证11件、延时

办理公证86人次、减免公证费5000余

元。汝州市司法鉴定所开展法律咨询5

次，办理司法鉴定案件16起，为困难群众

减免费用1780元。汝州市、乡镇、村三级

人民调解组织深入基层排查纠纷88次，

调解矛盾纠纷案件60余起。

快乐采摘快乐采摘梁亚波梁亚波摄摄

公证服务 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

真情帮扶 搭建社区矫正对象回归路

一组数据 彰显“我为群众办实事”初心

硕果满枝硕果满枝王一妃王一妃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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