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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固寺村
是县里、市里乃至省里挂了号的穷
村乱村。有段时间，4 年间甚至
换了 5名支部书记。1990年，镇
领导鼓励时任村主任的樊海风当
村支书。在黄固寺村上千年的历
史上，还未出现过女当家人。当
时樊海风在村里干了 20多年的
妇女主任和村主任，对村里的情
况很了解，考虑再三，迟迟没敢
做出决定。后来，镇党委书记和
本村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多次劝
说。樊海风回忆说：“村里有难
处，我不能袖手旁观。作为一名
党员，要一心为群众，能有啥过
不去的坎、爬不过去的坡。”就这
样，樊海风以一个弱女子的肩膀
挑起了支部书记这个重担，一干
就是 29年。

如今，站街镇的街头巷尾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遇到啥难事，想了解啥政策，
就去党代表工作室，和老牛唠唠。这话
中的“老牛”，便是“牛丙午党代表工作
室”主持人——牛丙午，站街镇远近闻名
的社会法官。牛丙午今年84岁，眼睛不
花，耳朵不聋，说起话来精气神十足，走起
路来步伐稳健，脸上始终挂着笑容。退休
后20年来，他不甘心在家安享清闲，满怀
热情地奋战在司法工作的第一线。

牛丙午最初接触法律是在1984年，
他被聘用到站街镇工业公司负责工业
信访工作。那时的站街镇一年之内开
办了376家机械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经济纠纷不断。为了干好这项工作，让

涉及经济纠纷的双方都满意，他坚持中
午不休息，熬夜学习相关法律，有时候
甚至几天都不回家。

1995年，牛丙午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虽然已经60岁了，但他选择继续从事法
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周边的群众有
了难办的事，都愿意去找老牛聊一聊，从
老牛这里得到满意的解决。1998年，他
义务办起了一块《法律与生活》黑板报，21
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受教育群众约15万
人次。2008年，按照上级要求，站街镇筹
建成立社会法庭，这种民间性质的法庭不
收取任何费用、无经济来源。牛丙午自告
奋勇来这里工作，并找了两位退休的村支
书和他一起组成了社会法庭的工作队伍。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遇到烦心事 就去找“老牛”
——记巩义市站街镇社会法庭庭长牛丙午

在巩义市站街镇，百姓中流
行这么一句话“遇到烦心事，就去
找老牛”。这个“老牛”，是一位已
经84岁的社会法官。他叫牛丙
午，退休后20多年坚持义务做信
访和村民调解工作。

牛丙午生于1935年，中共党员，先后被授予“全国人民调解能
手”“河南省人民调解金牌之星”“河南省第二届法制人物”“河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是巩义市站街镇无人不知的白发法官和百
姓眼中说话算话的“老牛”。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牛丙午深入研究人民调解，总结出
了8类300多种民间纠纷的调解方法，多
年来，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3000多起。
每年平均为各镇办的人民调解员作报告
30多次。

他还擅长于研究，多年来，他共编
写《公民学法 100例》、《人民调解实务
讲座》、调解方法技巧以及宣传资料等
文稿约计 95万字，编辑成 18本小册
子，先后印刷 35000多册，无偿发放给
全市1000多名人民调解员和需要的群
众，其中绝大多数的印刷费用是他个
人支付的。

2014年 6月，以牛丙午名字命名
的党代表工作室依托镇社会法庭成
立，以“调解民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培养调解员队伍，开展普法教育”为主
线，下乡巡回开庭办案，并组建了由48
名党员组成的“老牛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工作室成立后，牛丙午面对的不
仅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了，对于群众
反映的其他领域的问题，他总结了一
套解决的方法，自制了一本三联问题
处理签，群众反映问题后，在处理签的
第一联记录基本情况，第二联由群众
保存，第三联转呈相关职能部门。

就拿站街镇岳岭村村民杨某来说，
有一次他来反映所住窑洞被洇湿了，危
及人身安全。当日，牛丙午就派出两名
工作人员到杨某的窑洞查看，并以书面
报告形式向站街镇党委、政府反映，并向
城建部门发出了群众反映问题转呈处理
报告表，要求尽快调查处理。城建部门
确认潮湿窑洞为危窑，动员群众搬出，待
危房补助款指标下来后给予解决。

牛丙午还注重深入村庄走访群
众，他提出“让法律走群众路线”的工
作思路，不仅到群众家中调解纠纷，还
经常下乡巡回开庭办案，开展“法制对
话”，进行普法宣传。近年来，牛丙午
带领着他的团队共同开展法制对话、
爱心帮扶等活动 30余次，足迹遍及机
关、学校、企业、乡村，赠阅普法书籍、
“两学一做”辅导书籍 6700余册，发放
宣传彩页53000余份，累计接待群众来
访及法律咨询300多起、600多人次。

牛丙午说：“我今年已经 84周岁
了，虽然我老了，但我没有年龄观念，而
有‘无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依然硬朗，
思维依然清晰，只要组织需要，我就要
发挥余热，回报社会。现在群众离不开
我，我也离不开群众，我会一直在这儿
干下去，直到我干不动的那天为止。”

退休后 他当起了社会法官

成立工作室 为百姓解忧

一名村干部与一个村庄的五十年
——记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党总支书记樊海风

如今的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微水湖风光如画，窑洞民居饶有趣味，每逢假日游人如织。而在多年前，
黄固寺曾是远近知名的穷村，别村的姑娘最不愿意嫁到这里来。黄固寺的华丽转身，和这里一位工作了50
年的女村干部息息相关。

她叫樊海风。50年前，她到村里跑腿帮忙，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妇女主任，再到精明能干的明星村支书，她
从未离开自己的村庄。半个世纪的光阴，成就了一个村庄和一名女村干部的美丽故事。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那时候村里穷，没有发展启动资
金。樊海风的丈夫用半辈子心血苦心经
营了一家耐火材料厂，虽然不是很大，但
却是全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让村集
体有收入，彻底甩掉穷村帽子，樊海风劝
说老伴儿将自家的厂搬到村里，成为村

里的股份制企业。老伴儿虽然有点不情
愿，但还是同意支持她的工作。于是，樊
海风把企业迁回村，并实行股份制，让大
家都有钱赚、有活干。有了钱，村里一鼓
作气先后办起了 3家小煤矿，盘活了集
体经济，为群众找到了一条挣钱致富的

门路。村里坚定发展集体经济，先后办
起了集体制、股份制企业 15家，安排本
村 600余人就业，年增加收入 600万元。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农民收入提高
了，集体经济壮大了，黄固寺也由一个贫
穷落后的小山村蝶变为全镇的先进村。

黄固寺村地下煤炭储量大，10年前，全
村80%以上的土地和房屋被搬迁，村民们
有的投亲靠友，有的挤在进风漏雨的危房
中。为彻底改变村民居住环境，经过代表
讨论，村里聘请了河南省城镇规划设计院
和市城建局对全村进行总体规划，把全村
规划为工业区、农业区和新型社区。新社
区选址在高低落差20多米的河荒老宅上，
很多群众不理解。面对压力，樊海风带领
她的团队顶严寒、冒酷暑，200多个日夜，睡
眠的严重不足、无规律的饮食，她瘦掉20多
斤。在随后的5年里，黄固寺村连续建成5

个小区，全村630多户实现搬迁，黄固寺村
成为新密市第一个实现整体搬迁的村庄。
事实面前，群众对党支部刮目相看，积极要
求入党、参加组织活动的人不断增多，党支
部的号召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如今的黄固寺村，拥有村级污水处
理厂，污水排放处理达100%；道路两旁、
居民区、游园全部绿化，三季有花、四季
常青，人在绿中、村在林中。还有标准化
卫生室、万人安全水厂、60间老年公寓、5
个游园广场、4家新村超市、3家绿色酒
店，群众生活全部实现社区化，全村率先

在新密市取消了村小组，将全部村民纳
入社区管理。现有环保型耐火材料厂、
生产传统香包的手工艺制品厂、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现代化生态养殖示范基
地。花园一样的社区、城市一样的设施、
便捷的交通、美丽的环境，黄固寺村已是
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

“我当时也没想到能在这里一干就
是 50年，现在想想，用这样的方式度过
一生，毫不后悔。让村里百姓过上好日
子，这就是咱当村干部、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啊。”樊海风说。

村史上首位女支书
捐出家业为乡邻

穷乱村变身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