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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警方反应迅速的背后，是江西
推进“互联网+网格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
来的提升。其中，上饶全市被划分为 2 . 1 万个
小网格，每户居民都被纳入网格中。

如今，信息化建设日益成为江西基层社会
治理的重要依托。与网格化管理配套的“上饶公
众”APP，已覆盖全市近 700 万常住人口中的
90 余万人。

“这一 APP 犹如一座虚拟大楼，整合了全市
19个职能部门的办事窗口，实现民安和民生的融
合。”上饶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海风说。

安防系统注入互联网基因后则变身“智慧
保镖”，使得基层治理“耳聪目明”，显著提高了
发现问题与风险的能力。

江西不断推进视频监控联网共享，实现从信
息采集到应用的全过程智能化，仅南昌市 2018
年依托人像比对技术就抓获在逃人员 456名。

“社会治理插上信息化的翅膀，突出智能
化、信息化手段运用，是打造治理新格局的关
键一环。”江西省委政法委秘书长毛保国说。

让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

江西丰城市子龙路车水马龙，不少群众在
街边拉着家常，一派祥和的景象。

曹建英经营着一家烟酒店，她忘不了
2016 年 10 月 10 日的夜晚，一名男子被 5 个
蒙面人持刀追砍的情景。

案发后，警方抓获以徐文俊为首的黑恶犯
罪团伙成员 20余名。2019年 3月 22日，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徐文俊的死刑判决。

江西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净化社会
环境的重要手段，徐文俊等黑恶犯罪团伙被
摧毁后群众拍手称快，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去年，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分别达 96 . 64%、96 . 91%。

优化特殊人群管控服务，是提高社会治
理水平的关键。江西强化刑满释放人员无缝
对接帮扶，重新违法犯罪率为 1 . 4%，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对特殊人群的各种诉求，必
须‘权益保障一分不少，原则问题寸步不让’。”
江西省委政法委干部张鹤翔说。

与此同时，江西还探索法治手段调解矛
盾纠纷，不断提升问题处置能力。2018 年 8
月，一养殖户因水库水源污染和兴国县永丰

乡永丰村的村民发生纠纷。在成功调解纠纷
后，为打消双方疑虑，当地法院对“人民调解
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裁定。“有了司法确认，
我们才真正放心了。”永丰村村民谢沅说。

“社会治理一定要走上法治轨道。”江西省
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欢欢介绍，
江西各地已探索出“老师傅调解室”“和事佬”
等一批既符合法律原则，又“合百姓胃口、服当
地水土”的方法，提升了矛盾化解成功率。

从“为民作主”到“让民作主”

“其本人充分认识到不孝老爱亲的错
误……经村移风易俗理事会研究决定给
予进步奖。”张贴在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
田西村的一纸榜文，显示了“红黑榜”的
“威力”。

广昌县在江西省率先推出道德“红黑
榜”，让老百姓评身边事，议身边人，对家庭
和睦、孝老敬亲等先进模范和好人好事晒出

“红榜”；对好逸恶劳、破坏公共财物等贴出
“黑榜”进行曝光。

“乡里乡亲都是要面子的，谁都不愿意上
‘黑榜’。”田西村村民赖葵生说。

随着基层风险防控能力和问题处置能力
的提升，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特点搭建平台，
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成为江西构建社会治
理长效机制的一大探索。

莱茵半岛小区位于南昌市建设西路，有
居民 6800 多人。这个小区一度因物业管理不
善导致环境脏乱差、治安隐患突出。

2015 年以来，在政府指导下，莱茵半岛
小区建立起党员牵头的业委会，搭建起居民
议事厅，众人围绕议题共商解决方案；在民警
指导下完善安防设施，打造社区群防群治模
式。

如今，莱茵半岛小区已然成为环境优美
的智能宜居小区。“聚民智、借民力，小区实现
了从‘为民作主’到‘让民作主’。”南昌市委政法
委常务副书记赵泽华介绍，2017 年 8 月以
来，莱茵半岛小区长期保持零发案。

“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自治的‘把关人’，在让群
众成为社会治理主角的同时，保证自治不偏离
党的方针政策。”毛保国说。

新华社南昌 6月 9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烁

她，经历车祸意外，身体要靠支架支撑固
定，讲话都受到影响。

2019 年毕业季，这位躺在病床上的 26 岁
姑娘，在河南省人民医院 2 号病房楼 13 楼示
教室，让所有人看到了“奇迹”……

她叫程艳芳，是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法制教育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其
他同学不同的是，她答辩会的参与者，不仅有
学生和导师，还有紧随身边的医护人员，程艳
芳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场人生
中至关重要的仪式。

意外突然降临

“完成毕业论文，取得硕士学位，是我姐姐
最大的梦想。”程艳芳的弟弟程浩告诉记者，即
使车祸导致程艳芳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但她还
是坚持进行康复训练，空闲的时候就看看论文。

本该顺利研究生毕业拥有崭新未来的程艳
芳，人生轨迹却因为 2019 年 4 月 21 日的一场
车祸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天，程艳芳回到老家河南参加工作面
试，在开封不幸遭遇车祸。这次车祸，程艳芳
的颈椎和头部遭受严重创伤，在当地接受了紧
急手术后，转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接受进
一步康复治疗。

刚入院时，程艳芳四肢均无法活动、大小
便失禁。在医生精心治疗下，目前，她的上肢
活动能力逐步恢复，但仍需躺在病床上，无法
下地活动。

“其实我姐姐本来可以留在上海，但是她一
直牵挂着老家的父母，所以才决定回老家找工
作。”程浩说，在原本的计划中，程艳芳是想在老
家把工作落实，然后再返回上海，完成 5 月下旬
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如果答辩顺利，她就能在 6
月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把她原本安排好的一切全部打乱了。

一场特殊的答辩会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程艳芳的病情
逐渐好转，尽管身在病房，程艳芳却一直担心

着毕业论文答辩的事，并向学校提出希望能
够如期进行答辩，完成学业。

得知程艳芳的想法后，华东政法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很受触动，“答辩是
她亲自提出来的，说希望能和同学们一起毕
业，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坚强。”华东
政法大学教授林凌表示，这是他记忆中第一
个躺在病床上完成论文答辩的学生。

“因为该学生情况特殊，我们征得学校
和医院的同意后，在程艳芳同学身体状况允
许的情况下，决定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
答辩。”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何益忠表示，学校有关领导和导师组经过讨
论，决定前往郑州，为程艳芳单独举行一场
特殊的答辩会。

为了保证答辩顺利进行，医护团队也做
好了各项准备。答辩过程中，医护团队始终守
候在程艳芳旁边，时刻全程关注她的身体情

况变化，随时根据需要提供及时的医疗、护理
服务。

6 月 2 日上午 8 点半左右，程艳芳从康
复科病房出发去答辩现场。“出发”一词对
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只是迈开腿的简单动作，
然而对于程艳芳，这却是个大工程。正常人
翻个身就能下床，程艳芳却需要在数名医护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从病床转移到
移动病床的需求。

“感谢老师给我这个答辩的机会……”
上午 9时许，这场病床上的答辩正式开始。
程艳芳躺在移动病床上，通过夹在领口的扩
音器的帮助，熟练地介绍着论文内容，虽然
她瘦弱的身上依然带着固定支架，脖子和头
都无法转动，她的眼里却充满了光亮。面对
答辩组的提问，弟弟程浩将论文翻到相应章
节，举到她的眼前，辅助程艳芳进行解答，
整个答辩过程，程艳芳不慌不忙，一一做出
回答，虽然声音微弱，但思路清晰。

上午 9时半左右，经过专家讨论，华东政
法论文答辩委员会宣布：“经答辩委员会全体
委员投票表决，程艳芳同学的论文已经达到
硕士学位要求，建议校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
学位……”话音刚落，移动病床上的程艳芳再
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泪水潸然而下。

生命在于乐观、坚强

“医生们都很佩服我姐，他们说在意识

清醒的情况下，身体无法活动又要忍受巨大
疼痛，换作其他人可能早就崩溃了。”程浩
说，姐姐虽然抢救回了性命，但她的头部、
颈部、胸部都要用支架固定起来。“全身被
支架固定后，她每次想移动身体，都要把身
体全部翻转，有时候铁架硌得她生疼，但她
忍着不说话，直到我妈看到她头上硌得出血
了才知道。”程浩表示，车祸发生后，她没
有大哭大闹，每当有人来看她，她都安慰大
家说没事。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程艳芳伤势较
重，目前仍需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在
突如其来的意外面前，人的躯体或许很脆
弱。但对这个坚强的农村女孩来说，面对
困难的坚持已经成为融在她血液中的宝贵
品质。

“读研期间靠勤工助学和假期短工筹集
学费，潜心钻研学术发表多篇学术文章，专
业成绩名列前茅，获得多个奖学金……”学
校老师提起程艳芳总是赞不绝口，程艳芳也
正是依靠着自己依靠积极向上、锲而不舍的
精神，在意外面前成了生命的强者。

“无论生活变成怎样，你都要保持微
笑……”这是程艳芳的座右铭。程浩说，答
辩结束后，虽然姐姐很疲劳，但很开心，她
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做到，这给了她很大的
信心，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坚持康复训练，早
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新华社郑州电

先转移学生！93 个孩子一个都不少
山洪袭来，湖北十堰 14 名乡村教师合力上演“生死赛跑”

新华社记者李伟

“山洪来得太猛，哪个孩子离我最近，我就
先救谁，根本顾不上先去找自己的孩子。”说起
5 日下午发生的一幕，湖北十堰市郧阳区谭家
湾镇桂花小学幼儿园教师陈自平心有余悸。

6 月 5 日，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遭遇今年
入汛以来首场强降雨。当日 13时至 16时，郧阳
区谭家湾、南化塘等乡镇短时间内持续强降雨
量达到 136 . 4 毫米，引发山洪。

洪水瞬间冲进谭家湾镇桂花完全小学，停
放在操场的车辆被卷走，水位越涨越高。危急关
头，学校 14 名教职员工上演了一场“生死赛跑”，
用大爱做出一个共同的选择——— 先转移学生。

“先去转移学生！”

桂花完全小学处于河流的交汇处，全校有
66 名在校学生，教学楼隔壁就是幼儿园，有 27
名孩子。当天学校共有 14 名教职员工当班。

6 月 5 日 13时许，晴好的天气突然狂风大
作，不一会儿下起了暴雨。暴雨越下越大，河水不
断上涨，很快就淹进了地势最低的厕所一米多深。

“校长，不好了，你的车子被洪水冲走了！”
校长韩伟在四楼巡查时，遇到同样在巡查的教

师刘东平向他喊。韩伟不假思索地果断决定：
“车子现在不管，先去转移学生！”

“兵分两路，救隔壁的幼儿园儿童！”韩伟做出
这个决定，因为他知道幼儿园当天只有陈自平和
闵云琴两名幼儿教师，27名儿童全部在园。

此时，山洪巨浪席卷着猛兽般地冲击着
校园。操场外的围墙，瞬间被巨大的山洪冲毁
倒塌，暴雨声、房屋倒塌声、巨浪咆哮声、孩子
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陈自平从农户家找来一个梯子，快速爬
上墙头，由闵云琴向她递孩子，其他老师接住
转给下面接应的老师，然后迅速转移到后面
高处闲置的教学楼里。

洪峰浪头越来越高，整个操场已是一片
汪洋，洪峰席卷了停放在操场上的全部车辆。
老师们担心教学楼有危险，便开始将学生全
部往后面高处的闲置教学楼转移。

正在食堂为学生准备晚饭的厨师刘林，
冲出食堂，向教学楼这边跑，准备参与营救学
生。刚跑过来，就听到身后一声巨响，食堂连
同围墙已被洪峰摧毁。

93 个孩子，一个都不少

“班主任赶快清点人数！”校长韩伟要求。

老师们手机的铃声响个不停，几乎全部是家
长打来的。经过反复清点，93 个孩子一个不
少。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洪峰最顶峰时间持续约有 20 多分钟，浪
头约有数丈高，洪峰漫过操场达丈余高，淹过
新食堂一米多高。

在这场生死营救中，段发云老师在参与
营救学生过程中，因为飞跑，一只鞋子不见
了。

独臂教师段太明也是冲锋在前，用独臂
抱过一个又一个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即将
面临退休的老教师周吉富，危急关头，在齐
腰深的水中，怀抱 3 名幼儿安全转移。还有
王华、范有林、刘兴晓、王琴、刘士军等老
师……

“非常感谢学校的老师们！”洪峰退后，
孩子们的家长赶到幼儿园前来接孩子，看
到学校被冲而孩子安然无恙后，十分感动。
当晚，教师们继续陪护着 21 名寄宿学生住
宿。

洪峰退后，车子成废铁，教师

不放假

洪水退后，操场上的围墙和老食堂

房屋变成一片平地，残墙断壁全部被冲
走。

操场上原本停放着的 9 辆轿车，其中 6
辆被冲得无影无踪，2 辆被冲到过道挡住，1
辆被冲到围墙处卡住，另 2 辆摩托也被冲走。
后来 6 辆被冲走的轿车在下游的山沟中被发
现时，已全部成了废铁。

工资不高、积蓄了半辈子买的车，被冲走
了，他们却不后悔。范有林老师的小汽车被水
冲到了 3 公里以外的河道上，看着仰面朝天，
面目全非的汽车，范有林说：“学生都安全，这
是最欣慰的事。”

周吉富说：“我的车子只开了不到一年
时间，也心疼啊。不过我不后悔，作为老师
关键时刻就是学生的保护神，我们做到
了！”

7 日，端午佳节，记者采访了解到，学生
们放假回家了，教师们依然在为清理校园忙
碌着，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一群平均年龄过 50 的教师，在肆虐
的洪水面前，他们义无反顾，舍身救学生，
用自己的行动与山洪抗击，用师爱诠释了
忠诚和担当。”有网友知道这个感人事迹后
感慨道。

(参与采写：兰昌林)新华社武汉电

“西市格格”织网 “智慧保镖”护航

▲ 6 月 2 日，程艳芳（中）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进行答辩前的调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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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子江、蒋成、温新年

徐召伟大学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诗人，但最后成就他的是足球。

受欧洲足联赞助商支付宝的邀请，
这位来自贵州大方县元宝小学的足球教
练，来到葡萄牙观看欧洲国家联赛。这是
39 岁的他第一次出国，从 2005 年开始，
他已经在贵州山区支教了 14 年。

在葡萄牙队与瑞士队的半决赛开始
前，他被安排在赛场外见到了葡萄牙退
役球星卡瓦略。身材挺胖的徐召伟穿着
一件宽大的黑色 T恤衫，胸前图案是大
力神杯，奖杯上的金色已经被洗掉，整个
奖杯变成了白色，看上去很卡通。与这件
上衣搭配的，是他手里捧着的足球，皮球
已经裂开，裂缝像是孩子的笑脸，更像是
展翅的海鸥。

这件 T 恤衫是一个前去短期支教
的女孩子寄给他的，来葡萄牙的两天，尽
管天很凉，他一直穿着。那个破足球是他
的足球队两年前刚开始成立时使用的第
一批球，孩子们一直在踢，出国前，他挑
出了这个最破的带着。

卡瓦略在足球上签了名，并与他合
影留念。徐召伟有点遗憾：“这个球回去
不能再踢了，需要保存起来。”

翻译给卡瓦略介绍了一些徐召伟在
中国山区组建足球队的事情，但故事太
长，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从 25 岁作为
一个文学青年从新疆进入贵州山区，他
自己都没想到会在那里待上 14 年。没有
身份，没有爱人，孩子们是他的全部。

徐召伟并不喜欢用“坚守”这个词，
他说这和坚守没关系，“只是我需要孩子
们，孩子们也需要我。”

学校只有四个老师，作为志愿者，他
什么课程都要教，当然也包括体育。徐召
伟大学里喜欢足球，钟爱国际米兰和罗纳
尔多。于是有时候拿出足球来，让孩子们
在土山包上踢。

2017 年 3 月，校长告诉他，上海有
人想给学校捐赠一块人工草皮的足球
场，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说：
“孩子们肯定喜欢。”草皮的捐赠者要求
学校必须有块水泥地面，但学校里全是山包，到处坑坑洼
洼，平地都没有，哪来的水泥平地，况且修水泥地面要花
钱。

于是他们到处借钱，最后花了 10万，用了一个月的时
间，一块 18X30 平方米的小球场终于建好了。可是两年多
以后的今天，他们还有一万八千块钱的借款没有还清。

为了庆祝球场的建成，草坪的捐赠者从上海带来了七
八个孩子，与徐召伟的学校球员进行了一场 5 人制友谊赛，
比赛以 3：3 结束，那是他们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有了球场球队就要正规化，徐召伟让孩子们报名参加球
队，男女球员最后加起来一共有 30 多人，他们天天训练，假
期里也不间断。

徐召伟从来没有踢过球，为了给孩子们上课，他不断通
过观看网上视频学习。“要知道穆里尼奥也不是球员出身。”
他笑道。

三个月之后，他带领球队参加全县中小学运动会，大多
数孩子都是第一次到县城，都非常兴奋，最后男女队都击败
所有对手获得冠军。“足球于是成了元宝小学的代名词。”他
说，“孩子从县里走到省里，被邀请去观看了中超比赛。”

球队出了名，要求参加球队的孩子越来越多，徐召伟带
领孩子们一天三练，早上从 7 点练到 8 点，中午再练一个半
小时，下午放学后，他又带领孩子们练到 5 点。

足球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最大的改变就是
孩子变得积极和阳光，非常自信，这些山里的孩子现在和任
何人交流，眼睛里都透着自信。”

见到卡瓦略并没有给徐召伟带来多大的触动，晚上 C
罗的连进三球也没有给他带来特别的震撼，给他感受最深
的，是球迷们的热情。

“赛场内葡萄牙球迷唱国歌的时候热情澎湃，瑞士队落
后的时候，球迷给他们的鼓励，都深深打动了我。我希望元
宝的孩子们，也和这些球迷一样，有一种归属感，这样一辈
子他们就不会孤单。不管遇到什么压力，都有一种韧性。”
徐召伟说从 C 罗在 34 岁依旧拼搏的表现里，看到了学

校 10 岁小球员王佳月的影子，那个孩子腿上磨破了皮，哪怕
很疼很疼，都坚持比赛，泪水在眼窝里打转也绝不流出来。

“足球塑造了她，如果没有足球，王佳月和其他女生没
有区别。”

曾经有短期支教的女孩子喜欢他，但他考虑再三，还是
无法放弃这些孩子，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做过多的期
待。“我支教的这些年里，我从来不想未来，不去谈爱情，我
一个人挺好的。”

但现在有了足球队，他开始忧心忡忡，希望为孩子们
“打通”未来的路。现在他的球队里已经有 12 个孩子被保送
到了县里最好的初中，凭借足球，他希望将来还能一路畅通
到高中，然后上大学。那些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可以进入到
更专业的地方训练。同时，他希望建立全县范围内的中小学
联赛，让孩子们每年都有球踢。

“这和孩子们的未来有关，不管有多少困难，我都一定
要做下去。”

孩子们知道徐召伟能出国看比赛，能看到 C 罗，都非
常高兴，希望老师能为大家要到 C 罗的签名。徐召伟却担
心孩子们训练耽搁的时间太久。“好在孩子们很自觉，我不
在的时候，他们仍然天不亮就到学校。”

徐召伟在葡萄牙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海边。那天波
尔图风很大，还下着雨，狂风卷积着乌云，在海边掀起白
色的浪花，他站在石头上，打开视频，让两个小球员一起
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大海。 新华社葡萄牙波尔图电

▲在葡萄牙队与瑞士队的半决赛开始前，葡萄牙
退役球星卡瓦略在足球上给徐召伟（左）签名。

新华社发

本该顺利研究生毕业拥有

崭新未来的程艳芳，人生轨迹却

因为 2019 年 4 月 21 日的一场

车祸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逆境

之中，她不服输。在医护人员和

导师的帮助下，她完成了这场人

生至关重要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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