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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眼里，李勤如不仅是一

名医生，更像是一位亲人，深受大

家的信任。

2011年底，李勤如经群众推选

高票当选为村主任，2017年 2月又

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主任。

为了尽快转变工作角色，李勤

如不仅掌握了计算机应用技术，运

用网络查资料、开处方、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还用起了智能手机，建

立支部、群众等微信工作群，开展

提建议、寻医问药等工作。

如何挖穷根、开良方、治穷病?

李勤如进村组、访群众，多方征求

意见后，最终确定了燥石村走保护

生态资源、发展绿色经济之路。

朝着这个目标，李勤如带领大

家办成了一件件实事：高标准编制

旅游规划，完善村庄旅游基础设

施，修通了一条长约 9公里的通山

水泥路，争取了“中国传统村落”项

目资金 300 万元，修建了文溪书

院，建起了村部文化活动室。为了

全方位打造燥石景区，他还邀请媒

体走进燥石，拍摄微电影、宣传片，

专题宣传燥石独有的生态以及民

风民俗，使燥石名声大振，先后被

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吉安

市“十佳乡村旅游点”，年接待游客

超3万人次。

同时，李勤如带领村民大力发

展红薯、生姜、油茶、毛竹等特色产

业，借助旅游业销售特色农副产品，

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使村民人

均收入从2000余元增长至近万元。

此外，对建档立卡的30户贫困

户，李勤如采取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低保兜底、结对帮扶等方式，全

方位助其脱贫致富。

如今，燥石村已经发生了不小

的变化，但李勤如并不满足，他正

在号召更多有理想、有文化的年轻

人返回村里发展旅游业，将燥石村

打造成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村落。

从惩戒铃音、广场

大 屏 幕 播 放 、新 闻 媒

体 通 告 ，到 限 制 购 买

飞 机 票 、高 铁 票 等 ，

2018 年 以 来 ，全 国 各

地 积 极 创 新 惩 戒 手

段，曝光失信行为，初

见 成 效 ，“ 老 赖 ”无 处

可藏，出行步步受限，

广大群众拍手叫好。

人 们 为 什 么 痛 恨

“老赖”？一方面，“老

赖 ”的 行 为 会 影 响 人

们对社会公德和社会

价 值 的 正 确 判 断 ，会

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方 向；另 一 方 面 ，“ 老

赖”日益增多，使很多

法 院 判 决 执 行 困 难 ，

不 仅 影 响 了 司 法 公

正 ，而 且 严 重 影 响 了

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

信不强。整治手段要让失信者有“痛

感”十分重要，各地区、各领域、各行

业共同出击，对失信个人、企业严肃

处理、联合惩戒，织密诚信建设的天

罗地网，才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同时，

要让守信者受益，如：守信者可以在

下雨天通过刷脸，从路边的共享信用

服务亭借到雨伞，可以先乘车后付

款，可以免押金住酒店等等，让守信

者在生活中享受到更大更多的便利。

守信获益，失信受罚，这是诚信

建设制度化的“左膀右臂”。让守信的

隐形价值变成可触可感、实实在在的

福利，让失信的成本不断提高、惩戒

更加有力，相信未来大家都会将信用

视作生命。

新华社郑州 5月 7 日电（记者

张浩然）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下

发《河南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通报

约谈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制

度》明确，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将被约谈，

并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

《制度》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发生重

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或者一

年内发生2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的；已被通报，但未及时整改落

实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对交通运

输部、河南省人民政府和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督办的安全隐患未按时完

成整改或未采取有效措施监管的；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生产委员会

认为需要约谈的其他情形。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提请河南省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当地政

府：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的，或者一年内发生 3起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已被约谈，但工

作仍未推进、问题仍未整改的。

《制度》强调，被约谈人不接受

约谈或未按照规定参加约谈的，取

消被约谈单位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并视情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名义

抄告当地政府。被河南省交通运输

厅约谈的生产经营单位，列入安全

信用重点关注对象名单。因发生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被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约谈的生产经营单位，按照

《河南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信用管

理规定（试行）》，同时纳入安全生

产“黑名单”管理。

山西14个月
打掉涉黑集团95个

新华社太原5月6日电（记者

孙亮全 胡靖国）山西省公安厅 5

月6日公布扫黑除恶成绩单。从去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至

今年 4 月，山西全省公安机关 14

个月内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1249 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集团95个，破获刑事案件9044

起，查扣涉案资产 128 亿元，收缴

文物17204件。

山西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净

化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山西

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2019

年第一季度，全省刑事类警情和

刑 事 发 案 率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10.64%和 19.9%。山西警方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采取了多种措施。其

中包括对重大黑恶案件实行高规

格指挥、强有力攻坚，坚决“揭开

盖子”“撕开口子”，牵引、带动全

省打击黑恶犯罪工作。

全国扫黑办重点督办的闻喜

专案中，共打掉以侯氏兄弟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23个盗掘古

墓葬团伙、25个网络赌博团伙等，

破获刑事案件381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516人，追缴文物3644件，查

扣涉案资金等价值约 2.2 亿元。挖

出原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景益

民、金勇等27名警务人员及14名

其他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

在侦办吕梁市陈鸿志涉黑案

件中，坚持案件侦查、打伞断血、

维护稳定等同步推进，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11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144起，查扣冻结涉案资产价值

80 亿元。一系列重大涉黑涉恶案

件的突破，起到了“揭开盖子”“撕

开口子”“挖出根子”的牵引、示范

作用，有力带动了全省公安机关

黑恶案件攻坚行动。

东莞严厉打击
土地投机行为

新华社广州5月 5日电（记者 黄
浩苑）5月 5日，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

府对外发布《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拓

展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加快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将打击土地投机行为，优化拓

展城市空间品质。

东莞市政府秘书长邓涛介绍，此

次《意见》的出台不仅仅是对地理空

间的调整，它更是东莞体制机制、利

益格局和发展思路调整的体现。

东莞未来发展面临着土地收储整

备不足、“两违”屡禁不止、低效闲置土

地数量较多等问题，将通过增加土地

收储整备来更好地保障项目用地需

求；对“两违”以及低效闲置土地强化

拆除腾退，进一步腾出发展空间；针对

土地产出效益不高等突出问题，将通

过城市更新、增容提效等手段，不断提

高土地利用效益和发展质量。

《意见》提出，产业发展空间、公

共生活空间和山水生态空间三者要

合理兼顾，共融发展。东莞以工业立

市，土地新政充分体现了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在每年新增收储用地总量

中，要求作为工业用途的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30%。

东莞将严厉打击土地投机行为，

将加强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监

管，对产业用房的销售行为以及入驻

企业的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并将达产

验收履约考核情况与产权分割和不

动产权证办理挂钩，确保项目的工业

效益产出。

两高两部：不报谎报
安全事故等案件
涉嫌安全生产犯罪

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明确涉嫌安全生产犯罪案件主要

有7类，分别是：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案件；重大劳动安

全事故案件；危险物品肇事案件；消

防责任事故、失火案件；不报、谎报安

全事故案件；非法采矿，非法制造、买

卖、储存爆炸物，非法经营，伪造、变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

涉嫌安全生产的其他犯罪案件。

《办法》指出，上述涉嫌安全生产

犯罪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有关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等

规定执行。

同时，《办法》要求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运

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涉嫌安全生

产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

网上监督。 （据中国新闻网）

5 月 6 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生态园农贸市场开展“你点我检”食品安全免费快检宣传与服务。自 2016 年起，徐州市开展“你

点我检”进市场活动，现场给市民检测购买的农产品中是否有农药残留、非法添加物等，已初步构建起市局、县（区）局、分局、农贸市场四级食用农产

品快检网络，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在流动快检车上检测食用农产品相关数据。 蒯创 摄

河南：交通运输企业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将被纳入“黑名单”

“学好本领，救助乡亲!”为了 40 年前下定的决心，江西新干县七琴镇燥石村的李勤
如，长年坚守在高海拔的偏远山乡，他行医救人，带富乡亲，是乡亲们公认的“痴心守护
者”。从 16 岁到 56 岁，他行走了 10 多万公里的山路，磨破了 200 多双解放鞋，治病救人 1
万余人次，免收或少收村民诊疗费 8 万余元，被评为全省“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当选

“江西好人”，入围“中国好人”。
他放弃了 3 次外出创业的机会，用精湛的医术守护着留守村民；他挑起村干部的担

子，用 8 年的时间治好了本村的“穷病”，带领乡亲发家致富，被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成为全国一等奖微电影《坚守》主人翁。

一生终不悔，坚守高山处。如今，已是燥石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兼乡村医生的李勤
如，先后被 30 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引得百万网友为其点赞。

李勤如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从

他懂事起，就历经了不少缺吃少药的痛

苦，要好的玩伴、好心的邻居常常因病无

人医治死去。

有一年，刮风下大雨，从小一起长大

的玩伴李九根被突然倒塌的土砖房压倒

了，导致脑部和肺部受伤，不久就因救治

无效永远地离开了，这让李勤如伤心了

许久。在他 14 岁那年，一直对他照顾有

加的邻居大婶因得心气痛去世了。李勤

如眼睁睁地看到大婶去世，他大哭一场

后，便暗下决心，长大后要学医，救治好

心的乡亲们。

1978年，李勤如初中毕业了，听说村

里要派人到乡医院跟班学习，他立即找

到村干部，提出要去学医。就这样，李勤

如先来到两个乡镇卫生院跟班学习了两

年。他在自己的第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

“学好本领，救助乡亲”这句话。

为了认真学习临床、诊断、护理等各

种医疗要领，李勤如借来许多书籍，白天

跟班学习，晚上挑灯夜读。

学医两年后，李勤如回家当起了乡

村医生。但仅凭两年的学医根底，根本满

足不了当时乡亲治病的需求。于是，他坚

持自学，积极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各类函

授教育和培训，先后考取了“乡村医生

证”“医师资格证”。

为追求精湛医术，李勤如从未停止过

学习。通过救治肾炎病人，他破解了打青

霉素常堵针头的问题；为帮助村民减少用

药开支，他利用山中草药为村民治病……

勤恳工作的他受到了村民们的爱戴。

为了学好本领，救助乡亲，李

勤如四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吃

苦奉献，只要病人家属一声招呼，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路途有多

远，都会背着沉甸甸的药箱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

在村里未修通公路之前，李勤

如每隔十天左右就要到镇里去挑

一次药品，来回要走9个多个小时

的山路。

李勤如所在的燥石村辖 13个

自然村，有1000多人，只有他一个

乡村医生。所以李勤如基本上是天

不亮就出门，晚上 11 点多才能回

家。如果病人第二天还要打针，就

住在病人家，几十年来吃百家饭、

饮百家水、睡百家床已成了李勤如

的日常。

李勤如的妻子彭小梅也很理

解他，独自挑起了家里的重担，让

他全心全意救助乡亲。

有一年大年三十，村里一位

83 岁的老人高烧、腹泻，导致昏

迷。李勤如及时赶到，经过一夜抢

救、10多个小时的科学护理，老人

慢慢地好转了。李勤如才急急忙忙

赶回家，在夜幕中贴上春联。

塘背村有个 2岁的孩子，因脾

虚导致免疫力低下，一年有一半时

间腹泻、高烧，李勤如为了这个病

患儿，年出诊 150 余次，因山路崎

岖，几次骑摩托车被摔，药箱几次

被摔破，他庆幸地说：“好在自己

命大。”

大街上村五保户徐梅根，无儿

无女，长期患有哮喘病、高血压，

李勤如隔山差五要去出诊，还帮老

人劈柴、陪老人聊天……老人常感

叹：“勤如就像我的亲儿子。”

不是亲人，胜过亲人，李勤如

就是这样，不计得失，信守承诺，

尽心尽力地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累计看病达1万余人次。

在彭小梅眼里，李勤如就是一

个永不停摆的钟表，每天奔波于山

乡之间，治病救人，忙得无暇顾

家。其实，李勤如也有 3 次机会可

以离开深山，外出赚钱。

第一次，燥石村享受深山移民

搬迁政策，村里半数以上的村民都

搬迁至县城郊区，而李勤如因为舍

不得乡亲们，选择了放弃；第二次，

临村好友邀请李勤如一起到广东去

开诊所，也被他婉言谢绝；第三次，

远在贵州开宾馆的亲家邀请李勤如

去当总管，李勤如还是放弃了。

谈起长期坚守高山的原因，李

勤如字字坦诚：“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治病救人。”

在收入上，李勤如每年只能拿

到国家不足1万元的补助，每次出

诊可以收8元处方费。但遇到村民

有困难，他连处方费都不收，甚至

倒贴不少医药费。为了贴补家用，

供孩子读大学，妻子在县城餐馆洗

盘子，而他在家耕种田地，养了头

母猪。尽管如此，年收入也才 1 万

余元。

今年李勤如已 56 岁了，不仅

双眼花了，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

节炎。收入低、危险大、身体逐渐

变差……这些状况都可以成为他

结束乡村医生生涯的理由，但他却

说：“我走了，村里的老人生病了

怎么办？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不忘初心 守护村里人健康

用情用力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坚持不懈
努力学知识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