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今年，市中院将继续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

持续加强司法公开，通过法院政务网进行庭审视

频直播，实现裁判文书上网，通过法院政务微博

回应网民意见与建议等，实现“阳光司法”。

活动期间，市中院将按照市委开展“群众三

评”的要求，坚持开门搞活动，真正做到作风现状

由群众评价，查摆问题由群众评议，整改落实由

群众评判。市中院向全社会公布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监督举报电话 63369424，真诚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深

入群众倾听意见，及时反馈代表委员及社会各界

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通过座谈走访、随机调

研、网络征询、登门入户等方式，重点听取群众对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贯彻八项规定、反对“四

风”方面的意见建议，依靠群众认真整改。

（石笑飞 赵越）

（上接01版）
3月7日上午，市中院到宜阳县樊

村乡宋村小学看望留守儿童，走访留
守人员家庭。在学校，法官向孩子们
赠送了学习用品，详细询问孩子们的
生活情况，寄语他们好好学习。在留
守人员家中，详细询问家庭、生活情

况，了解他们的法律需求，进行帮扶。
3 月 14 日，市中院民三庭法官赴伊川
县酒后乡巡回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案，
该案当事人张老汉是一名留守老人，
年过八旬且行动不便，法官们将法庭
开在了农家院，及时为其送去了法律
服务和温暖。

针对形式主义——

要求全市法院树立务实的导向，健

全完善以体现工作实绩为导向的考评

办法，把实干实效作为判断干部实绩的

重要标准。从接待好每一名群众、办好

每一起案件做起，从解决群众打官司

难、创新司法便民措施做起。

今年，市中院进一步修订完善绩效

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建立起涵盖审判

部门和综合部门，包括队伍建设、审判

工作、勤政廉政、工作作风等方面，从部

门业绩到个人工作的全方位考核体系，

以成绩论高低，以实绩评价人。推进信

息化在案件流程管理、电子卷宗管理、

庭审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绩效考核和

行政管理方面的应用。实现四级专网

联网、电子卷宗，庭审实现同步录音录

像、同步记录、同步显示记录“三同步”，

以及公开展示庭审证据、公开展示使用

的法律法规“两公开”工作。抓好包括

“文书评查”“案件评查”“专项评查”在

内的“三评查”活动，审判管理“看得见、

摸得准、管得好”。

在全市法院推广“法官村长”和

“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开展巡回审

判、上门调解、诉调对接，加强与社

区、村镇、民调组织的配合，法官深入

一线，深入群众，主动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

解到当地。

落实务实司法 从严从细考核问效

针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要求坚持院党组带头，党组成

员既是活动的组织者、推进者、监督

者，更是活动的参与者，要认识高一

层、剖析解决深一层，为广大干警带

个好头、树立好榜样。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也要带头执行教育实践活动

的各项要求，带头遵守改进作风的

各项规定，对照自己、剖析自己、修

正自己，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

不做，真正做到先思、先学、先查、先

改，真正形成上行下效、争做表率的

好风气。要求全市法院干警不断加

强自身党性修养，慎用手中权力，旗

帜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

规定，创建廉洁法院，争做清廉法

官。“100 减 1 等于零，1 就是廉洁，

失去廉洁，一切等于零。”市中院党

组书记、院长曲海滨在 3 月 11 日召

开的全市法院 2014 年度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市中院党组把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省法院九条新规和市委

具体实施意见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与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部署、同

检查、同落实。制定印发了《“公务

灶”实施办法》，规范了公务接待活

动，严格“三公”经费管理和开支，实

行三公经费单列制、公开制、会签

制。

健全规范党组和审委会议事规

则、决策程序，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及

重大事项办理集体讨论决策等制度；

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问责、执

法过错问责、违法违纪问责及举报受

理、线索核查、要案督办等制度；完善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考核

办法》，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考核细

则》，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制度

化和规范化。

落实廉洁司法 失去廉洁一切为零 推行阳光司法
公布举报电话

从群众关心的问题抓起 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反“四风” 法院进行“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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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
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
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

“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
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
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
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
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
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
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
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
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
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
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
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
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
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
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
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
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
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
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
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兰考县固阳公社回县
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
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
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
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
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
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
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
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
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
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
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
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
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
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
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
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
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
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
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
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
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
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
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
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送走了风沙
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
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
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
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
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
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
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
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
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
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
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
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
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
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
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
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
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
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
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
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
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
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
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
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
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

《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
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
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
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

“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
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
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
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
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
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
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
字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
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
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
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
方法。”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
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
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
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
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
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
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
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
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
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
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
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
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
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
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
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
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
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
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
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
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
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
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
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
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
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
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
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
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
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
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
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
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
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
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
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
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
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
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
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
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
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
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
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
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
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
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
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
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
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
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

“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

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
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
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
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
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
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
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
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
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
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
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
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
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
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
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
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
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
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
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
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
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
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
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
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
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
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
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
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
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
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
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
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
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
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
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
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
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
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
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
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
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
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
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
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
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
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
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
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
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
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你们
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
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
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
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
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
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
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
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
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
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
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
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
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
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
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
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
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
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
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
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
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
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
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
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
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

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
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
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
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
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
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

“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

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

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
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
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
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
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
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
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
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
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
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
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
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
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
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
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
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
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
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
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
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
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
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
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
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
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
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
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
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
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
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份量比一个最重的处
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
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
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
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
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
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
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
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
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
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
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
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
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
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
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
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
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
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
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
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
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
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
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
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
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
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
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
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
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
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下转03版）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