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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生活磨难 单手撑起一个家
——“贵州好人”刘青平的不平凡人生

陈金虎 钟里良君 邹亭宇

◎ 见义勇为，刺骨冰水中
救起溺水孩童

2021年2月3日14时许，明登海
骑摩托车去镇上办事，看到一小孩在
路边池塘里浮沉挣扎。身材瘦小的明
登海，全然不顾自身不习水性，立马
扔下摩托纵身跳入水中。明登海在池
塘中不断摸索，在接触到孩子后，他
一手夹着孩子、一手往岸边游去，同
时不断安慰、鼓励孩子，哪怕自己身

体已经变得吃力
僵硬也决不放弃。
10分钟后，他成功
将孩子托抱上岸，
并呼喊村民一同
施救，直到看见孩
子脱离危险并有
专人送回家中，才
悄然离开。事后，
被救孩子家属带
上礼物酬金想感
谢明登海亦被回
绝。2022 年 1 月，
明登海被沿滩区
人民政府评为见
义勇为公民；2022
年 10 月，被自贡
市人民政府评为

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
明登海救助落水孩子看似是一

个“偶然的”事件，但十多年的坚守却
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人生信条。他有自
身的经历以及心中的信仰，他丰富的
履历促使他成了一个无私奉献、乐于
助人的平凡英雄。

◎ 助人为乐，不顾个人安
危消除蜂窝隐患

富全镇舒安村一出现蜂窝，大家

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1组组长明登
海。仅今年夏天，他就为大家摘除了4
个蜂窝。

2022 年 6月 27日，明登海在村
民小组组长会上，听说舒安村5组邹
国荣家房顶上最近出现了一个巨大
的马蜂窝，直径已突破30厘米，马蜂
时常飞出，严重影响了附近七八户群
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会后，他立马找5
组组长江洪群了解情况，二人到达现
场后，发现马蜂窝的危险程度已经十
分严重，明登海心中立即有了一套完
整的计划。

6月28日下午6点，明登海忙完
手头工作后，借上装备便赶到邹国
荣家。明登海在穿戴好装备后，在邹
国荣的辅助下，摇摇晃晃地爬到了
最顶上，这时的明登海却没有把握
了，因为木梯悬空支在马蜂窝前，他
双脚站在木梯上，双手却无法在完
全不扶木梯的情况下，安全利落地
摘除马蜂窝。大家商量了几分钟后，
明登海决定一鼓作气，将蜂窝套进
事前准备好的双层口袋里。操作时
现场一片紧张的气氛，人人都屏住
呼吸，生怕过程中稍有不慎，明登海
站不稳从高处摔下，或是因动作不
够迅速将马蜂激怒，马蜂的毒性不
是普通蜜蜂可比拟的，一旦被蜇将

有生命危险。所幸，明登海经验丰
富，在调整好状态后，一番流畅的操
作成功将马蜂窝套进口袋。明登海
在系好口袋后马上攀着木梯爬了下
来，这时的他才发现，自己早已浑身
湿透，下来后再往上看，才知道木梯
摇摇欲坠，可见当时情况有多么危
急。这次除蜂行动圆满成功，明登海
说：“那一次的操作难度和危险程
度，回想起来真是心惊胆战，第二天
整个人都还是腿软、全身颤抖，但为
大家解决了一个生产生活大患，自
己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很开心。”

不管是哪家红白喜事，还是哪
个邻居遇到了困难，明登海的身影
都会活跃在需要他的地方，他一直
默默在帮助村民的路上坚定地走
着，一串长长的脚印从没有犹豫和
退缩，让村民们在安全感中幸福生
活。通过大家的口口相传，明登海助
人为乐的品质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
一致认可。

◎ 责任心强，坚持义务对
村组道路进行养护

由于各种原因，农村道路的养护
一直都是难题。很多地方农村的村组
道路修好后，无人护理照看，路面杂
草、泥土沙砾的清理成了老大难问

题。明登海所居住的舒安村1组，组道
也没有专门的管护人员和经费，遇到
春夏二季，组道上遍布着杂草和被雨
水冲刷下来的泥土沙砾，行人和车辆
在组道上通行存在着安全隐患。

2022年5月，村民明登祥找到组
长明登海反映，说他家门口的道路长
满杂草，希望能够向村里反映，组织
清理一下。明登海把这个事情放在了
心上，经过他走访了解，有的人家因
为常年外出务工，有的人家因为年老
体弱无力除草，所以门口的道路杂草
丛生。考虑到群众的出行安全，也为
了关爱服务老年弱势群体，他拿起锄
头和铁铲，带上几个热心肠的群众，
义务为群众当了道路管护员。2022年
以来，已组织群众30余人次，为周边
群众清扫道路20余次，累计里程40
余公里。

此外，明登海还经常关心周边的
孤寡老人，帮他们清扫院落、晾晒粮
食。他为村民做的点点滴滴，大家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纷纷竖起大拇
指：这个组长责任心真的强。

◇ 不离不弃照顾病妻的柔
情丈夫

刘青平和妻子十分恩爱。2008
年，刘青平的妻子患上了帕金森病，
多方寻医无果，最终瘫痪在床。刘青
平每天一早都会打开电视，让家里热
闹起来，冬天打开电暖炉，夏天打开
风扇，把妻子背到堂屋安顿好，给妻
子喂完早饭再出门干活。妻子的手抖
得厉害，无法自主吃饭，他就一边吹
凉饭菜，一边喂食妻子，生怕妻子被
饭菜烫着；妻子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
人，生病后无法正常换洗，刘青平每
天都耐心给妻子洗漱、换衣。

为了让妻子心情能够愉悦一些，
心怀浪漫的刘青平还在屋檐下为妻
子做了个吊篮秋千椅。在天气好的时
候，把妻子安置在吊篮秋千里，和妻
子聊聊天。出太阳的时候，他也会把
妻子背到院坝里晒晒太阳。说起对妻

子的照顾，他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
笑着说“她没生病的时候，省吃俭用
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父母，现在病
了，照顾她是我的责任，如果换作是
我生病瘫痪，她也一样会照顾好我。”

◇ 持之以恒敬老爱亲的孝
顺儿子

2011年9月，刘青平的父亲脑梗
发作，刘青平立刻将父亲送入医院进
行治疗。刘青平在医院安顿好父亲
后，又叮嘱孩子们在家照顾好妻子。
他每天在家安顿好妻儿后，又立刻到
30公里外的市医院照顾住院的父亲，
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回家工作、收拾家
务、照顾妻子……

刘青平的父母年老体弱，经常住
院，但凡父母住院，他就一边照顾瘫痪
在家的妻子，一边去市医院照顾住院的
双亲，空出来的时间再砍竹子、收拾
家务。

◇ 只手撑起一片蓝天的超
人父亲

刘青平时时刻刻都教育孩子们
要好好学习、爱护环境、孝敬长辈。
2011年3月，大女儿一个月内连续五
次入院治疗，最后诊断为癫痫，且病
情严重，刘青平几经周折，到处东拼
西凑借钱给女儿治疗，最终将女儿的
病情稳定了下来。现在，大女儿已经
外出务工，将父亲当作榜样的大女
儿，得到第一笔工资后，立刻给全家
人买了新衣。

农村有句俗语“穷不丢猪，富不
丢书”，刘青平即使家里再困难，也要
保障孩子的教育；农活再忙，也不能
让孩子丢了学业。而几个孩子也没有
辜负刘青平和妻子的教育，现在二女
儿在赤水市第三中学读书、小儿子在
镇里上九年级，走进刘青平家里便能
看到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奖状。

父爱总是无声的，承担着一个
家庭的重担，刘青平用一只手为孩
子们撑起了一片蓝天，呵护着孩子
快乐成长。他对家庭的默默付出，孩
子们也看在眼里，在子女的眼中，父

亲就是“超人”。

◇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可
靠邻居

前几年，丙安镇部分偏远地区未
通公路，刘青平和邻里的竹原料运输
相对困难，考虑到这点，刘青平带领
周边群众安装“滑丝”，解决了很大一
部分竹原料运输困难的问题。赤水的
竹林多，但有的竹子长太高会倒伏导
致短路停电，为了防止竹子倒伏而影
响到本村组群众的正常用电，刘青平
每年翻山越岭数十次砍青，以保障村
组群众的正常用电。

2017 年，村里安排刘青平负责
1.7公里通村公路的硬化施工监督，
他整天提着一根钢钎，跟在施工队后
面，施工队每夯实一方混凝土，他都
用钢钎插一下深浅，以确保达到规定
厚度，这条公路的硬化质量最终也得
到了村里群众的认可。

◇ 拼搏奋进自强不息的脱
贫标兵

2014年，刘青平一家成了丙安镇
首批贫困户。恰遇赤水市全市推广石

斛种植，刘青平也了解到石斛种植劳
动强度低，市场前景好，他一眼就相
中了这个产业，觉得很适合自己，决
定发展石斛种植。

此时，当地党委、政府和党员干
部们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缺资金，
帮扶党员干部帮刘青平申请产业资
金、特惠贷资源；没技术，联系镇农
技干部主动上门服务，手把手向他
传授种植技术。由于白天大多数时
间，需要照顾患病的家人，他就选择
在晚上打着手电筒干，常常忙碌到
深夜。如今，刘青平自育石斛苗 10
余亩，野外栽种近 15 亩，早已陆续
有了收益；他还用空闲时间砍伐竹
原料，一年砍伐竹原料 30 余吨，通
过他的劳动和付出，家庭每年增加
收入4万余元。

刘青平先后被评为“奋进丙安
人”“赤水市残疾人自强模范”“赤水
市脱贫攻坚标兵”。2019年，刘青平主
动申请加入丙安镇志愿服务队，他常
说“国家扶贫政策好，帮扶干部时刻
关心着我们，只要我们勤劳，有面对
生活的勇气，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
扶贫不扶懒，脱贫靠双手。”

明登海：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平凡英雄
洪义勇

人物名片：
刘青平，男，汉族，1973年11月生，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丙安镇丙安村生

态护林员、丙安村村民代表，贵州省2022年第二季度孝老爱亲类“贵州好人”。

人物名片：
明登海，男，汉族，中共党员，47 岁，自贡市沿滩区

富全镇舒安村村民。

近年来，四川省巴中
市通江县深入推进《通江
县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
年规划（2021-2025 年）》
落地，积极探索法治宣传
教育新途径新方法新思
维，创新“四个三”普法宣
传机制，着力提升“法治宣
传实效性”。

抓住“三个重点”，推
动普法工作走深走实。抓
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加
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
法、重大决策前专题学法
等方式，开展“一把手”谈
法治，以案释法等活动，进
一步夯实各级领导干部示
范带动作用，推动落实党
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抓住执法队伍关键领域，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推动执法部门在
开展执法过程中以案讲
法、现身说法的普法方式，
将普法宣传融入执法的全
过程、各环节；抓住青少年
关键环节，全面落实《青少
年法治教育大纲》，配齐配
强全县108所中小学法治
副校长，持续开展“学宪法
讲宪法”“开学法治教育第
一课”等“法律进校园”活
动，进一步扩大法律普及
教育的覆盖面和参与度。

用好“三个载体”，推
动普法工作落地落实。持
续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
工程，通过“一村一析”定
对象，“一镇一策”制方案，

“一人一档”促考核的方
式，大力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夯
实基层普法基础；统筹抓好法治宣传“一
月一主题”活动，汇聚法治宣传力量，乡
镇（街道）、部门组织开展公益普法展播、
法律咨询、文艺演出等，增强广大群众法
治意识；扎实开展“示范试点”创建，推动

“一核三治”融合发展，强化基层法治以
点带面引领作用，分步实施民主法治示
范试点创建。目前，全县已成功创建2个
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个省级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7个市级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

突出“三个确保”，推动普法工作提
质增效。确保普法“一盘棋”，健全部门各
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人民群众为主体
的法治宣传教育领导体制机制，压紧压
实法治宣传主体责任，确保普法宣传教
育取得实效；确保普法“责任清”，进一步
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坚持“谁管理谁普
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实媒体公益普法
责任，开设普法专栏专题，结合“法治通
江行”活动，扩大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提
高影响力；确保普法“成效实”，将法治宣
传教育纳入县委全面依法治县考核内
容，全力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法治
化管理水平，把普法工作由“软指标”变

“硬任务”，稳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县工作。
实现“三个转变”，推动普法工作出

新出彩。变“业余普”为“专业普”，组建普
法讲师团，专题举办素质能力培训，全方
位提高普法人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提
升普法实效；变“灌输式”为“菜单式”推
送，摸清受众法治需求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推送、精准滴灌，针对不同受众群
体，提供个性化、差异化、菜单式普法产
品；变“单一化”为“多元化”模式，将普法
宣传融入党建、乡村治理、法治文化长廊
中，依托“中国普法”“法治四川”微信公
众号，实现“指尖上”普法。

四川省大英县回马中学：
法德引领“模拟”出实效

本报讯（蒋东阳 喻泽贵）近年来，四
川省大英县回马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法德”教育为主线，营造浓郁的
教育氛围。利用校园广播站、电子显示屏
等信息化手段大力宣传校园安全、法治
思想、防欺凌等内容；利用“校外德育基
地”、“校外留守学生实验基地”、“留守儿
童之家”、应急体验室、应急体验场、德育
园地、法治宣传长廊、模拟法庭等德育阵
地提升法治教育，做到时时普及法德教
育、人人知晓法律知识。

该校积极营造法德教育氛围，让学
生“沉浸式”体验模拟庭审现场，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或扮法官，或当书记员，
或演原告被告，模拟审判过程。让“法官”
懂得如何处理“校园欺凌案件”，“原告”

“被告”明白了解依照法规维护权利的流
程，提升法治素养，传递法治精神。

突出融合融入
科学设置积分

议项目。坚持村支部引导、群众
主导，村委会负责组织，村干部和群众
代表参与，讨论制定道德积分细则。在
评定内容上，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民风建设的重中之
重，引导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必须做
什么、不能做什么。量化细化道德标准
和具体行为评分细则，突出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议分值。实行积分制管理，明确群
众哪些该积分、哪些该扣分，逐项落实
对应分值，细化出赌博迷信、铺张浪
费、好逸恶劳等17项负面指标，实行
有积也有扣。

议办法。各行政村“乡村道德银
行”建设实施方案、村“乡村道德银行”
积分申报表，经村“两委”集体研究后，

报经乡镇党委、政府审定后，召开村民
大会全面组织开展争创活动。

突出公平公正
公开评定积分

定期评。在行政村设立道德积分
评定管理小组，建立村微信群或公示
栏，由该乡镇联村领导、驻村干部、村

“两委”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村民代表
等组成道德积分共评共议小组。坚持
公开透明、一月一申报、一月一评比、
一季度一兑现的原则，每月围绕“律己
守法先进、移风易俗典范、清洁卫生能
人、勤劳致富之星、敬老孝亲模范”等
方面，召开评定会，对村民自主申报事
项进行集中评定。

如实核。积分评定小组对申报的
积分事项，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访等
方式，进行认真审核评定，并对申报事
项得分情况与村民进行解释交流。

广泛听。设立群众投诉电话和举
报信箱，将当月积分公示3个工作日，
鼓励群众向积分评定小组直接反映，
并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核实，将真实情
况纳入评分范围。

突出适用管用
合理运用积分

设榜看。对农户所得积分在村务
公开栏和村QQ群、微信等网络平台

“晒”出，让群众点评群众，让群众明辨
美丑，让群众教育群众，增强了群众的
脸面意识。

会场讲。依托道德大讲堂、先进典
型事迹宣讲活动、“五送三下乡”、“律
动巴山”、“歌唱新南江”等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组织工作人员或当事人，对先
进典型事迹进行公开宣讲，以群众身
边人身边事教育影响群众。

门上贴。合理运用积分成果，对乡

村道德银行5个大项进行授星，将授
星结果张贴在农户大门口，激励农户
向好向善发展，以榜样的力量凝聚思
想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

突出常态长效
让有德者有“得”

设账户。在村内建立村民道德银
行，分户开设道德银行账户，每季度分
户量化道德积分存入村民个人账户，
以积分数高低作为评选道德模范的重
要依据，并通过集体经济村民议定，按
月按积分给予一定生产生活物资
激励。

注资金。坚持道德有价、善有善
报，整合帮扶资金、社会捐助、精神文
明建设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等资金，购
置群众生产生活日常用品，根据群众
积分多少兑换相应物品（每分价值根
据资金情况而设定）。

给奖励。年终根据村民家庭四个
季度总体积分情况，按照得分高低评
选出5户道德模范家庭和5户进步之
星的家庭发放奖牌，并在年终另外给
予物质、精神等方面奖励，并在项目
安排、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就业推荐
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自“道德银行”试点开展以来，
南江县通过户容院貌看“习惯”、言
谈举止看“修养”、致富兴业看“能
力”、尊老爱幼看“美德”、律己守法
看“品行”等评比活动，比出群众文
明指数，让有德之人受人尊重、赢得
荣誉，成为乡里乡亲学习的榜样。截
至目前，“道德银行”开展表彰活动
5000 场次，发放米、面、油等家用物
资折合人民币总计 500 余万元，共
评出“星级文明户”6万余户，推荐评
出“中国好人”1 人，“四川好人”20
人，“巴中好人”70余人，巴中市“道
德模范”4名。

“道德银行”惠民生
——南江县“乡村道德银行”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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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持续巩固“乡村道德银行”建设成果，将爱心
“摆上”货架、道德存入“银行”，改善了干群关系，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促进了村风民
风大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