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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9岁的王文戌是新
郑市司法局机关党支部
书记、基层科科长。到司
法局工作之前是一名军
人，在部队锤炼出来的过
硬素质，让他以饱满的热
情和无比的干劲应对新
的挑战、实现新的超越，
在司法行政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践行着公民道德
规范。2014年他被河南
省司法厅评为优秀人民
调解员。

做人民调解员
帮扶困难群众

王文戌说：“当今时代既是一
个飞速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知识
大爆炸的时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既要专业，更要多能。并力求在领域
上求一个‘广’字，在形式上求一个

‘活’字，在效果上求一个‘真’字。”
作为司法局机关党支部书记

和基层科科长，王文戌始终抱着对
上级组织、对基层群众负责的态
度，切实增强“兴一方经济、富一方

百姓、保一方稳定、促一方和谐”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
事业中，一门心思干工作、扑下身
子抓落实。

为了保证每天能够多办理一些
案件，王文戌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
单位。“很多来办理案件的市民都来
很早，我来得早点他们就不用等太
久，而且还能每天多办几件案件。”
王文戌说。

王文戌介绍，司法局基层科担
负着社会管理创新、人民调解、安
置帮教、社区矫正、基层司法所建
设等任务。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
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不流于形式，不搞表面文章。

在协调两个中心工作时，为了
保证完成工作，王文戌始终敢于吃
苦，顾全大局，勇敢担责任。后来
司法局为将司法行政工作全面融
入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矛盾纠纷调
处服务小分队和特殊群体帮扶小
分队，王文戌负责两个小分队的活
动安排协调。

2008 年，是新郑市实行专职人

民调解员制度的第一年，王文戌和
科室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专职人民
调解员选聘方案，规范选聘程序，
在全市 349 个行政村（居委会）选
聘了 1047 名懂法律专业知识的群
众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为维护
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
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其间，王文
戌用两个半月时间走遍全市 300
多个行政村调查研究，与人民调
解员座谈，摸清新郑市农村矛盾
纠纷的类型、特点及人民调解存
在的问题和对策，写下了《浅谈新
时期如何做好农村人民调解工
作》的调研报告。

王文戌告诉记者，新郑市有帮
教期内的刑释解教人员1000多人，
存在人数多、就业难、思想不稳定、
生活压力大等特点。只要发现帮
教对象思想有问题、生活困难等情
况，尤其是对无家可归、无亲可投、
无业可就的“三无”人员，不讲出身
状况、文化程度，他都一一接待、主
动协调解决其困难和问题。

王文戌说，几年前帮助薛店镇
一名判刑四年的马某申请了救助
资金，帮助他学习装修技术。现在
马某已经成为一名带领 20 多人的
小老板，在广州做装修工。不久前
马某儿子结婚还邀请王文戌去参
加，感谢他给了他一家生活的希
望。王文戌说：“看到他们好，我也
是内心热乎乎的，即使平常工作时
辛苦点，心里也是美的！”

2012 年是新郑市社区矫正工
作启动的第一年，对于这一新生

“事务”，新郑市没有成功经验可
循。王文戌和科室的同志们一起
调查研究，查找资料，积极与相关
单位部门联系，写下了新郑市社区
矫正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起草出
台了《新郑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
见》，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依据。

王文戌说：“我提倡教育为主、
惩戒为辅宽严相济的矫正措施，大
力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
和思想道德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
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让他们从思
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接受
矫正，早日回归社会。大部分的社
区服刑人员是青年人，他们的一生
还很长，还需要走向社会生活，教
育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又不至于让他们受到自尊
的伤害。给他们合理的矫正，让他
们有重新学好的机会。”

老年模特队平均年龄50岁
似少女魅力十足摩登时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哒哒哒哒！”清脆的高
跟鞋声音从老干部大
学舞蹈训练室里传
来。她们是新郑俏夕
阳老年模特队，平均
年龄都50岁了。
通讯员 杨芳

今年88岁的柴书文是新郑市梨
河镇皇甫蔡村柴楼的村民，年轻
时是家喻户晓的小炉匠，他也是
孩子们都喜欢的“打礼花”牛人，
每年的元宵节孩子们都等着他回
来打“礼花”，造“火树银花”美景。

模特队里一共有成员
40多位，最大的61岁，最小
的也40岁了。步入中老年
的她们，在家做饭、带孩子
不再是生活的全部，每天
能够学会一支舞，每月能

走几趟 T 台秀成了她们调
剂生活的一部分。

老年模特队的队长李
淑兰告诉记者：“老年模特
队是我 2014 年 3 月开始组
建的，就想调节退休后的

生活。于是召集几个感兴
趣的姐妹一起学习，慢慢
队伍壮大，模特步也练得
炉火纯青。到现在参加了
很多次新郑市举办的活动
做开场舞秀。”

“你看我现在的状态
是不是和你在街上看到的
我的同龄人不一样？我爱
化妆了，懂得注意自己的外
表穿戴了，如果一直待在家
里就不可能是这种状态。

到现在我们都恢复到正常
的体态，原先的高血脂什么
的都降了。”李淑兰说。

“虽然说我们年龄大
了，但我们一样活得丰富
多彩，虽说不是少女，

但状态似少女，哈哈！”李
淑兰笑着说。听着动听的
音乐，走着欢快的步伐，心
情愉悦了，心态就好了。

凡人小事：
“打礼花”的小炉匠

加班加点干工作 努力学习提升自己

贴近群众勤奋敬业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创新安置帮教机制 为特殊群体撑起一片天

组建老年模特队 改变生活状态

年龄不是问题 时尚摩登照样hold住

柴书文告诉记者，他家
里几代人都是以修补锅、炉
为生，弟兄三个。作为家里
的老大，为了养活一大家子，
他早早地把父亲的手艺接过
来，开始学着如何补好每一
口破锅，挣钱养家。慢慢的
补锅手艺练得炉火纯青，也
有了“小炉匠”的称号。

为了能够挣更多的钱，
“小炉匠”柴书文开始到更远
的地方去找生意做。挑着挑
子步行走到了陕西咸阳，边
走边寻找生计，同时也听到
了不少的好听故事。柴书文
回忆说：“当时我十几岁也是
爱听故事的年纪，听到别人
讲故事就是不睡觉也要听
完，然后回家乡的时候开始
和同龄的小伙们‘炫耀’演讲
一下。”讲起年轻时候柴书文
有说不完的话。

听他故事长大的柴军
朴告诉记者：“小时候村里
没什么娱乐活动，夜晚闲
下来，我们小点的孩子就
会围着柴书文央求他讲故

事，历史典故、神鬼狐仙，
还有吓人的鬼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村民买
不起像样的礼花爆竹，为了
营造热闹的气氛，用铁汁水
击打而成的“礼花”成了村
民们都喜欢的娱乐活动。

柴书文说：“打礼花的

温度和铁水都很有讲究，
白沙犁面生铁最佳。”对于

“打礼花”的经历，柴军朴
也是记忆犹新，一树银花
照得村里亮堂堂，赢得大
家喝彩声不断。

如今烟花爆竹替代了
“打礼花”，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柴书文打铁修锅的手
艺也没有再继续经营，儿
孙也都选择了别的职业。

当时“打礼花”的工具也零
散分布在几个兄弟家里不
好找全。没有人能继承

“打礼花”的手艺是柴书文
最为遗憾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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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修破锅
得到称号“小炉匠”

各种故事吸引人
孩子喜欢“小炉匠”

“打礼花”手艺赢得喝彩

手艺没人继承遗憾

优秀党员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