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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四好村”

达州市委农工委
达 州 日 报 社

主
办

4月11日，一场有300多人参加
的免费体检在渠县李渡乡新和村文
化广场开展。“现在我们农民日子好
呀，不光体检免费，回去时，还有一大
包礼品赠送。”村民蒲永菊高兴地
说。这是该村为户籍在新和村60岁
以上的村民群众做的一件好事。

新和村地处李渡乡南部，距县城
10公里。全村5个居民小组，806户
3003人，外出务工人员1000多人。
经济作物主要以琯溪蜜柚等为主，养
殖业主要以小家禽养殖为主，2016年
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97元。现
有四川大智慧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1家，水库水产养殖基地1处，引进
页岩砖厂1家，解决了本村剩余劳动
力就业近300人。

2016年以来，新和村全村完成农
房改造提升100户，新建农村住房12
户，危房改造210户，人均住房面积达
到30平方米以上。全村建设垃圾池
10余处，垃圾中转站将全村垃圾进行
综合处理。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和发
动群众，完成“五改一整治”超过500

余户，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居住环境
明显改善。全村通村公路约15公里，
公路硬化率90.5%，入户路户户通。
全村各居民小组均完成了电话和宽
带的主线建设。

在发展产业上，2016年完成了
300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治山坪
塘4口，新建蓄水池3口，增加有效灌
溉面积180亩，农户安全饮水达标率
100%。全面完成了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新增变压器1台，保证了村民新的
用电需求。2015年4月引进四川大
智慧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
年，榨菜生产厂房和蔬菜种植基地、
蔬菜花卉大棚育苗基地、垂钓园、射
箭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完成，集乡
村生态休闲、玩耍、观光旅游等为一
体的农家乐也开始营业。

新和村：
基础设施托起幸福梦
□本报记者 覃鹏举

为赡养岳父母
到妻子家作上门女婿

1997年，夏仕军和本村女青年罗玉
梅恋爱结婚。岳父罗国元膝下没有儿
子，又患有心脏病，为了共同承担家庭负
担，夏仕军作了上门女婿。

婚前，夏仕军与爱人约定，宁可自己
受苦受累，也要孝敬老人。婚后，家里人
多开支大，一年收入刚够吃穿，经济负担
很重。为了养家，夏仕军开了一家小诊
所，自己看病开处方，妻子帮忙抓药。夫
妻两人还要打理几口人的耕地，一年到
头都没个闲的时候。

年满64岁的岳母李兴琼说：“我虽
然没儿子，但女婿比亲生儿子还亲。他
刚到我们家，两口子有商有量的，外出务
工挣钱，投资20多万修起了三楼的小洋
房。老伴患有风湿心脏病，只要哪种药
有特效，不管药多贵，他都要买回来。”

5年前的一天晚上，岳父罗国元心
脏病突发，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夏仕军
二话没说，背着岳父就往烂泥公路上跑，
一直背到黄金镇医院。通过医生检查，

岳父病情十分严重，医生建议马上转
院。夏仕军连夜将其送到县医院抢救方
才脱险。医生说，如果晚半个小时就会
失去生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让岳父
单独出门，每天家里必须留一个人照顾，
岳父对他也产生了依赖心理。

精心赡养老人
一道孝老敬亲风景

“儿啊，你快回到我们身边！”夏仕军
的亲生父母天天站在窗前思念自己的大
儿子，特别是母亲刘家玉长期以泪洗面，
导致精神失常。

提起大儿子离家出走的经过，81岁
的夏德三老人泪流满面。他告诉记者，
大儿子于1995年出门打工，至今杳无音
讯，夫妻俩一直苦苦寻找。当时，儿子已
成家立业，并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让老两口更加伤心的是，媳妇也改嫁
了。自此，老两口辛苦地拉扯着孙子，每
天都在思念儿子的痛苦中度过。

“大哥外出务工，杳无音讯；二哥在
外地安了家，父母原没打算让我来奉养，
现在两个哥哥都指望不上了，不得不靠
我了。母亲患间歇性精神病，莫说做活
路，有时连吃的都弄不好！”夏仕军说，

“2000年，我与妻子反复商量，然后征得
岳父母同意，当年就把亲生父母接到家，
把两家合成一个家，挑起了赡养四个老
人的重任。”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妻
子罗玉梅外出打工4年多，夏仕军便留
守在家悉心照顾4位老人和2个孩子，
毫无怨言。

岳母李兴琼说，两家合一家，有4个
老人、2个孩子共8人，衣食住行，吃喝拉

撒，全靠夏仕军夫妻料理。开初，4个老
人在一起总会闹点小矛盾，夏仕军一进
屋就察颜观色，只要发现苗头，就主动找
老人谈心，两亲家就没话说了。

母亲刘德玉说：“前年，我病了，卧床
不起，喂药喂饭，端屎端尿，全靠媳妇照
顾，她跟亲生闺女一样。”如今，家里盖起
了新房，4位老人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感动着四乡八邻，温暖着十里八村。

榜样示范引领
成为孝老敬亲“活教材”

“27年，他无怨无悔地照顾着4个
老人2个孩子，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学
习的好榜样，更是我们教育子女孝老敬
亲的‘活教材’。”提起夏仕军，黄金镇党
委书记罗怀安竖起大拇指，“我镇号召广
大人民群众向他学习，传承孝老敬亲的
传统美德。”

据夏仕军介绍，他和村民夏仕林、严
天喜3人在贾口村1组联建了一栋三楼
一底的新房，取名“友谊房”。他们不是
亲兄弟胜似亲兄弟，3家人几十年相亲
相爱，和睦相处。

在夏仕军的榜样示范引领下，该村
长房子院坝40多名村民和睦相处。村
民罗建国倡议修建长河沟桥，大家纷纷
响应，积极捐资投劳，募捐资金1.7万余
元，修建了一座“友谊桥”。

村民罗建国经常把夏仕军的先进事
迹当作“活教材”教育自己子女，教会
他们做人。“我家两个子女，在夏仕军
的榜样激励下，对我们十分孝顺，对爷
爷奶奶的照顾更没有说的！”罗建国自
豪地说。

上门女婿
“善”养四位老人

成为孝老敬亲“活教材”

平凡故事百姓
演绎精彩人生

达州好人�好事�好家庭

清晨，雄鸡鸣声打破了大山
深处一座小山村的宁静。在宣汉
县黄金镇贾口村一个普通的农家
院落里，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
正用热水浸透的棉帕，耐心细致
地为80岁的母亲洗脸擦手。老人
笑盈盈地看着眼前的人，目光流
露出满足。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夏仕军，
27年如一日地照顾4个老人2个
小孩，用实际行动践行孝老敬亲
的传统美德，成为乡邻孝老敬亲
“活教材”。2012年，夏仕军被评
为达州市第一届“十大孝星”。

□杨红梅 特约记者
漆楚良 摄影报道

给老人洗脚

读报、用报、写报，与报为友二十
载，人生受益多豪迈：军旅三载立功受
奖，地方工作20多年不断进步，由一名
乡镇广播员成长为达川区民政局一名
工作人员，后又受聘担任达州日报特约
记者。个人之悟：择良而友，人生受益。

1997年11月，我从部队退伍被安
排在达川区一个偏僻乡广播站工作。那
个年代，信息闭塞，每天的消遣就是看
报纸。当时，单位为我们每人征订了一
份达州日报（原通川日报）。每天晚上，
我就将这张报纸翻来覆去看透，既打发
时间，还从中增长了不少知识。时间久
了，每晚读报就有了瘾，哪一天不读报
心里都不舒服，如果哪天的达州日报没
有送到单位，我就要打电话到报社问原
因。

久而久之，达州日报上刊登的一些
我自认为写得好的新闻稿件成了我的
最爱，阅读后，我便将这些文章剪下来，
贴在剪贴本上，反复阅读，对文中的好
句好词还要用笔画上横线。这一读，就

是20年。
通过读报，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写

作的念头。因自己文字基础非常差，开
始一连写了好多篇稿件投给达州日报，
可总是如同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就在我
的激情一点一点被消磨的时候，我采写
的稿件《编外农技员——刘芳》竟在
1998年2月25日的达州日报三版刊登
了，心中的喜悦真的溢于言表。这次成
功，坚定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从此，
我发表在达州日报上的“豆腐块”越来
越多，我所在乡里的新人新事成了我的
新闻“源泉”。

8个月之后，我被推荐到毗邻的一
个乡广播站任站长。当时广播站的工作
很辛苦，既要维护广播线路，还要发展
有线电视。虽然工作任务更重了，但工
作之余，我每天晚上仍然坚持读报，和
达州日报心连心。

因为我偶有稿件见诸报端，党委政
府领导也经常叫我写汇报材料、工作总
结等等。每次写的材料，领导都很满意，
因为很多点子都是从达州日报上获得
的灵感，甚至有的是看着达州日报上的
文章依葫芦画瓢写出来的。记得2000
年的时候，乡上组织硬化通乡公路，领
导找来一名教师帮忙写一篇募捐倡议
书，但这名教师写的领导不满意，党委
书记又将任务交给了我。我从本乡的基
本情况、通乡公路的历史、硬化通乡公
路的好处、资金缺口等方面写了一篇
《募捐倡议书》，党委书记看了非常满
意，很快就印制出来，分送到社会各界

人士手中。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收到捐
款20多万元，为硬化通乡公路起到了积
极作用。这一切，只有我自己知道，全是
在达州日报上学到的写作方法，让我受
益匪浅。

因为阅读和写作，给了我工作上莫
大的帮助，在单位深受领导的厚爱，同
时也获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2002年6
月，经乡党委政府推荐，我调到乡武装
部任干事。在此期间，我除了干好本职
工作外，仍然坚持读报、写稿，并有多篇
人武工作方面的稿件被国防时报、四川
日报、达州日报等报纸刊登，也得到了
县人武部领导的认可。2006年6月，经
县人武部和乡党委推荐，我又调到了区
民政局办公室工作。那个时候，我从偏
僻乡镇调到城区工作，环境变了，朋友
圈子也随之发生改变，各类活动较多，
但我依然坚持读报，不离不弃。

到区民政局后，因我负责信息宣传
工作，加强了与达州日报编辑的联系沟
通，很多时候写好稿件后，我都是亲自
送到达州日报社，找编辑老师修改，得
到了很多编辑老师的关心帮助。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区民政局工
作的11年时间，我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
民政工作方面的新闻稿件500余篇。去
年，我采写的《达州市达川区以制度保
证民生救助精准到位》被人民日报刊登
啦。这些成绩的取得，感恩于达州日报
这个无言的良师益友。不忘初心，我将
紧随达州日报前进的步伐，书写人生美
好华章。

达州市首届党报读者节�我和党报的故事
征文大赛

新闻改变我的人生路
□吴山城

本报讯 近年来，宣汉法院创新
举措，健全机制，精准发力，着力破解

“执行难”问题。自去年以来，该院共
执行案件935件，执结721件，执结率
77.1%；执行到位标的2.8亿元，执行
标的到位率89.6%，位居全市法院前
列。

该院全面推进失信惩戒，将25家
公司、726名自然人纳入全国法院失
信“黑名单”，利用车站、广场LED大
屏幕和楼宇电梯广告，对536名失信
被执行人进行公开曝光，其中104名
被执行人因出行、融资受限履行了义
务。深化落实便民举措，推行案件繁
简分流，限期1个月快速执行简易案
件193件，执行到位标的900余万元；
开展“司法大拜年”活动，集中执行涉
民生案件169件，执行到位标的782
万元；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为8名困难

申请人发放执行救助金6.3万元。与
此同时，开展“百日执行攻坚战”等专
项执行活动，清理财产案件256件，执
结239件，执行到位标的5200余万
元；开展“亮剑”执行专项行动，对失
信“老赖”果断亮出强制执行“利剑”，
执行涉民生案件21件，执行到位标的
600余万元；开展执行案款专项清理
工作，共清理滞留案款219笔、182万
元。

此外，全面落实执行信息公开，
上网公布935件执行案件基本信息，
及时规范导入案件执行节点信息到
省法院执行公开网，方便当事人自主
查询；依托信息化建设，实现与金融
部门网络无缝对接，共查询被执行人
银行存款1132件次，获取有效执行线
索900余条。

(李婉 曾强 本报记者 徐冬)

本报讯 “多亏有了失业保险政
策，失业后就业局为我每月发放966
元的失业保险金，失业期间还给我买
了医保，让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近日，原在达州升达林产业有限公司
工作的罗女士在领取到第一笔失业
保险金后感慨地说。

去年12月，罗女士所在的公司由
于市政道路建设需要进行整体拆迁，
公司与80多名员工解除了劳动关系，
罗女士也名列其中。这些解除劳动关
系的员工失业前在达川区参加了失
业保险。为确保解聘员工及时领到失
业保险待遇，达川区就业局提前编制
失业保险基金月支出计划，并积极与
市就业局协调，将月应支付的基金划
拨到位。

同时，将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流
程、须知印发到每个失业职工手
中，并安排工作人员按照失业保险
金申领条件，对申领失业金的失业
人员逐项审核，逐一登记，确保不
漏审、不重审、不错审，让符合享
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失业人员及
时领取到失业保险金。截至目前，
该企业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
的失业人员第一笔失业保险金已全
部发放到位。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以来，
达川区已累计为220名失业人员发放
失业保险金39.87万元，缴纳医疗保
险费5.44万元，有力地缓解了失业人
员在失业期间的生活压力。

（李兴池 本报记者 李道全）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4月20日，市
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深入辖区建筑工地，通过悬挂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法
律法规等方式，面对面地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开展了一次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吴峰峰 本报记者 刘欢 摄）

达川区
220人领到失业保险金

宣汉法院
精准施策破解“执行难”

交警走进建筑工地宣传交通知识

吴山城正在写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