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汉山，男，60岁
济源市西轵城村干部

这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将人
生的 40 年都奉献给了农村的
基层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
村村风、民风淳朴，社会和谐
稳定。为了保证群众的生产
生活用水安全，他毅然关停了
村办企业，为了保证关停企业
后村民收入不减少，他将农业
产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相结合，
建成古轵生态苑2000亩，温室
大棚 280 个，连栋智能温室 13
座，小型智能化移动温室80余
座，成方连片面积达到 4000
亩，西轵城村的人均纯收入至2010年底达到18600元。他还
建成沁园春天新型农村社区，将传统农业村庄打造成新兴城
市园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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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郑州晚报》的案例报道
8位农民工求助法院讨薪
法官法官11个多小时调解有果：个多小时调解有果：
欠薪方当场先付6000元钱 并写下付清余款的保证协议

“2011年度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候选人事迹简介（三）

马家祥，男，47岁
安阳博爱康复医院院长

他不舍不弃照顾病成植物
人的母亲13年，用孝道教化年
轻人，使数以万计的老人得到
了儿女的关爱。他曾经身患恶
性肿瘤，深知疾病带来的疾
苦。为解决更多农民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他创办安阳博爱
康复医院，对来院看病的部分
农民实行免费接送、免费吃饭、
免费住院等优惠条件。在工作
之余，他经常带领医院工作人
员到农村和敬老院去搞义诊，
还亲自唱戏给病人们听。从
2003年至今，他投入 60多万元为家乡农村修路，为当地农民
唱大戏 20多场、为当地农村老人搞义诊 100多次、累计为 80
多万农村病人减免费用，他用博爱为农民撑起健康的天空。

刘素霞，女，46岁
濮阳县胡状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她放弃了县农业局的舒
适工作，主动要求回到胡状乡
农技站，在乡里，她一干就是
23 年。为了做好农技推广工
作，她从种到收、中耕除草、病
虫防治、田间管理样样都亲自
动手做试验，从没喊过苦叫过
累，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推
广和普及。她健全了“乡、村、
户”的基层科技推广服务网
络，为农民技术培训 10000 人
次，5年来撰写实验报告46篇，
写作量达 6.5 万字；每年推广
优质高产小麦品种 5~7万亩、玉米 5万亩，年粮食产量 6.5万
吨，发展设施农业年产值3000万元，为农民增收1000万元，完
成小麦、玉米、大豆等科技开发项目6项，累计开发17万亩，增
加经济效益1598万元。

李默，女，47岁
固始县保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固始
县农机厂破产倒闭，李默成了
一名下岗女工。迫于生活的压
力，她先后在县城开过餐馆，到
海南做过生意，并把公司开到
了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
家。2001 年，她回到家乡，创
办河南恒源农机有限责任公
司，立志要用自己的努力加快
当地农业机械化进程。从
2003年开始，李默用厂价直销
的方式在河南省全境推广新型
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插秧机、
旋耕机，并组建第一支 24小时农机专业服务队，坚持常年把
贴心周到的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和农机户家中，大大提高了当
地农业机械化水平。李默先后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机跨区作
业先进个人、全国农机行业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赵跃进，男，53岁
三门峡龙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被誉为“中国化肥史上
第三次创新领军人”，研制我国
史无前例的有机、无机和微生
物“三合一”的绿色肥料，他始
终割舍不了对农民的深厚感
情，带动乡亲们致富，建立了

“二仙坡果园山庄”，目前已栽
培果树3000亩，年产无公害苹
果 300 万公斤，年产值 1000 多
万元，每年安排附近农民剩余
劳动力1000多人。他利用“协
会+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成立了“三门峡市龙跃绿色农
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为了探索新的农业发展路子，他
还建立科普示范基地 27 处，总面积 15 万亩，辐射带动农民
1.2万户，辐射面积达到 80万亩，为农民增收 5000余万元，被
授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河南省十佳科技致富
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原玉山，男，58岁
林州市东岗镇东岗村村民

他是一位普通的山村农
民，多年来在山上义务植树，
帮村里修路从不计报酬，30多
年来他在山上义务植树5万余
棵。他还义务参与东岗镇多
条道路建设和改造，并保证了
各项工程按时高质量完成，18
年间他不计报酬帮助村里修
路30多公里，他不仅为村里各
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还为村镇规划建设
和村民安全饮水做了大量工
作。多年的义务劳动和不计
报酬的付出，使得他的生活境况每况愈下，正常的家庭生计都
难以维持，他却始终坚持植树造林、修桥铺路，坚守着这造福
子孙、泽被后世的事业。 晚报记者 潘默

1 月 4 日，新年上班的第
一天，8位农民工拿着本报几
天前刊发的讨薪案报道走进
中原区法院，指名要法院的张
怀新法官帮他们讨要工资。

昨天，这事儿就有结果
了：欠薪方当场拿出 6000 元
钱，并写下一份保证协议，保
证付清剩余欠款。

“不收诉讼费，也没有开
庭，一天时间法院就帮我拿到
了工资，太好了。”农民工王先
生高兴地说。

晚报记者 鲁燕

“俺们民工干活就挣个辛苦钱，求法院帮我
们把工资要回来。”8位农民工一走进中原区法
院立案大厅就跟法官诉起苦来，有两位农民工
说着说着，还抹起了眼泪。

领头的王先生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份诉
状。诉状称，他和同乡8人去年10月来到郑州，
在中原区为一户人家盖房，约定2011年年底主
体工程完工时支付60%的工资，“现在活儿都干
完了，还有 1.55万元的工资尚未支付。”王先生
说，眼瞅着就要过年了，本来想拿着这点钱回家
给孩子买些吃的，添些新衣服，“可现在也不知

道还有没有着落了。”
“俺们看了《郑州晚报》，知道咱法院有农民

工维权绿色通道，有诉前调解机制，有为我们办
事的好法官，所有拿着报纸就来了，希望法官帮
帮我们。”王先生指着晚报去年 12月 23日刊登
的中原区法院《法官讨薪 72小时，农民工拿回
血汗钱》的文章，激动地说。

60 多岁的张怀新法官（返聘法官）马上
联系了对方当事人，得知对方当天有事来
不了，又要求其第二天上午务必到法院现
场调解。

1月 5日上午，8位农民工和欠薪方准时来
到法院调解室。

欠薪的老板说，她们并不是有意拖欠
工资，只是，她认为主体工程根本没有完全
完工。

但是，王先生等 8位农民工坚持认为主体
工程已经完工。

看到双方火药味渐浓，张怀新拦住双方，对

欠薪方说：“你先支付他们一部分工钱，让他们
回家过完年再说……”

经过法官 1个多小时地耐心调解，欠薪方
当场拿出6000元钱交给王先生，并写下一份付
清剩余欠款的保证协议。

拿着钱和保证书，老王心中万分感激：“没
想到事情解决得这么快，法院连一分钱都没有
收，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

不收诉讼费，不开庭，仅用一天时间顺利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在省法院开展的“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月”活动中，中原区
法院简化手续，充分运用诉前调解，目的只有一
个：尽快让农民工拿到工资，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据了解，2010 年下半年，该法院正式成立
诉前调解室，返聘 3名已退休的经验丰富的老
法官作为调解员，全面开展立案前的诉前调解
工作，已累计处理纠纷 1078件，为近 2000名群
众分忧解难。 线索提供 若禺 潘冲 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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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本 报
去年12月
23日关于
法官为农
民工讨薪
的案例报
道（圈注部
分）

偷东西不为钱，为啥？手痒
□晚报记者 鲁燕

52岁的刘飞（化名）专偷路边小商店，
10个月先后作案20起。

奇怪的是，作案的刘飞交代，他偷东
西，纯粹是手痒痒，一见到东西就想偷，“其
实俺家里并不穷。”

主审法官提醒广大商户，双节来临，有
条件的应安装监控设施。

盯上小店 屡次得手
2010年10月的一天，刘飞来到郑州市

中原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的一家服装店，
瞄上柜台上的钱包。

“老板，拿这条牛仔裤看看。”刘飞佯装
挑牛仔裤，靠向放钱包的柜台。

“包起来吧！”趁着店员包衣服时，刘飞
顺手将柜台上的钱包揣进了兜里。

自此，刘飞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10
月至2011年7月先后在路边小店采用相同
的手法作案18起，每次都是将包内现金挥
霍，其他物品扔掉。其中，去年7月16日，刘
飞在一家“女士内衣店”一次就偷了7200元。

陇海路一茶庄盗窃近万元被抓
去年 8月 4日 14时 20分许，刘飞来到

陇海路一小区附近的一家“茶庄”。
“老板，拿一套茶具、五盒茶叶，再开一

张收据。”
趁着老板胡某开具销货单据时，刘飞

将柜台上一个鼓鼓的钱包塞进了衣内。
发现钱包不见了，胡经理立刻报了警。
通过监控录像，警察当天就找到了刘

飞，并从他的住处找到了上次盗窃的 7200
元和这次盗窃的9600元。

20次盗窃，获刑5年
“其实，俺家里并不穷，都这把年纪了，

可是一看到东西就手痒想偷，我一共偷了
20次。”刘飞主动供述了前 18起案件的盗
窃经过，并赔偿了受害人共计2.3万余元。

最终，刘飞以盗窃罪获刑5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2万元。 线索提供 王斌 庆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