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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8日黄骅市在常郭镇李子札村召开了崇德尚俭移风易俗现场会，实地

考察总结李子札村在移风易俗、厚养薄葬的经验做法。本报也对李子札村所采取的做

法进行了重点报道。几年过去了，日前，记者重返李子札进行采访，发现经过“美丽乡

村”建设之后，村上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村上“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更突

出了，通过多年的坚守与积累，村上的红白事管理更加“精准”。

本报邯郸电（记者陈正 通讯员苗文

金）3月28日，记者从邯郸市交警支队获悉，

自3月23日起至6月30日，邯郸交警支队在

全市范围内启动酒驾、毒驾、无牌无证等交

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酒驾、

醉驾、毒驾、无牌无证、假牌假证5类交通违

法行为。从研判情况看，当前酒驾、醉驾由

城市区向外蔓延的趋势较为明显，特别是

农村地区，已成为酒驾、醉驾违法的“重灾

区”。毒驾交通违法多发生在城市区、城乡

接合部地区，一些大型货车驾驶人毒驾行

为已被引起高度警惕。无牌无证、假牌假

证违法行为则分布广泛，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尤为突出。

为此，邯郸市交警支队本部和所属各

警队在整治行动启动前，深入分析研判了

本地酒后驾驶、无牌无证交通违法行为的

发生规律，结合本地警力、路面执勤站点配

置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

确了时间、地点、警力、任务、职责，确保整

治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织密管控网络，最大

限度压缩违法行为活动空间。

支队要求各交警大队最大限度将警

力、装备摆上路面一线，依托交警执法站、

公路巡警中队、执法警务区等执勤点，加大

检查查处力度。要在城市区进出口，国省

道路穿越农村地区、平交路口等部位设置

执勤卡点，根据酒后驾驶、无牌无证交通违

法行为多发路段、时段特点，灵活用警，扩

大管控覆盖面。各大队将抽调精干警力组

建执法小分队，机动用警。

百日行动期间，确定每周有两天为全

省酒驾、醉驾、毒驾整治集中统一行动日；

每月有两天为全省无牌无证、假牌假证集

中统一行动日。各交警大队还要结合辖区

实际，不定期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为确保执法效果，专项整治行动期间，

对查处的五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

法严肃处理，该扣车扣车，该扣证扣证，该

降级降级，该拘留拘留，该追刑追刑，严禁

执“人情法”。支队明确：凡未按上述要求

处理的，一经发现，一律严肃追究当事民警

和分管领导责任。对营运车辆驾驶人违法

的，依法处罚并抄告所属运输企业；对党员

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毒驾和无牌无证、

假牌假证的，依法处罚的同时，抄报监察部

门。通过各项措施，在社会营造严查严管

的高压态势，树立执法权威。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通过各类新闻媒

体，广泛宣传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在全

社会营造浓厚氛围。定期曝光严重交通违

法典型案例，形成震慑；组织媒体记者随警

行动，执法过程全程直播，实时曝光违法行

为和当事人。鼓励群众举报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一经查实，予以相应的奖励。

76 岁的曹怀书是唐山丰润区新

军屯镇张秀庄村一位普通老人。

2008年5月，新军屯敬老院搬迁至张

秀庄时，曹怀书便与敬老院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九年如一日，关心照顾着

敬老院里的老人们。

新军屯敬老院搬家的第一天，家

住附近的曹怀书不请自来。他在敬

老院里四处走走，逢人便笑容可掬地

主动打招呼。在同别人的交谈中他

得知，这家敬老院里安置着140多位

“三无”老人，他们无劳动能力，无赡

养人，无经济来源，在这里免费入住，

由国家赡养。他们年纪多数在60岁

以上，敬老院是他们唯一的家。曹怀

书非常关心这些年龄与他相仿的老

哥们儿、老姐们儿，他主动向院领导

申请自愿做敬老院里的“义工”，也就

是从那次的“主动请缨”开始，他每天

去一次敬老院，和大家聊天，有需要

时他就主动帮把手。家里做了好吃

的，给老人送来；老人生病了，他帮着

治疗；老人有了矛盾，他帮着解决。

这“义工”，老曹干得有滋有味，一干

就是9年多。

曹怀书总是像朋友一般关心敬

老院里的每一位老人，老人们也都爱

围坐在曹怀书身边，因为有他在，就

有欢乐和笑声，有他在，便没有解不

开的心结。

有段时间，83岁的刘士林情绪低

迷，对生活不满意，也不愿和人交

谈。曹怀书得知后，便设身处地劝慰

他：“我孩子平日工作忙，不能常在我

和老伴身边，而你在这儿每天都有人

照顾，一日三餐有热乎饭，炖肉、包

子、大鸡腿，天天换花样儿，比我们老

两口吃得强多了，还什么都不用操

心，多好啊。”经曹怀书几次耐心地开

导，刘士林脸上有了笑容，生活开始

阳光起来。

在新军屯敬老院，生皮癣的老人

较多。为此，曹怀书找来老中医的偏

方配药膏给老人治皮癣。杨泽远老

人后背长癣好几年，痒得睡不好觉，

曹怀书天天给老人涂药膏。皮癣治愈

后，杨泽远激动万分，逢人便夸：“老曹比

亲哥弟兄还亲！没他我好不了！”

这下子，曹怀书配的药膏在敬老院

里火了，帮助很多老人治好了皮癣。

2008 年至今，敬老院有 60 多位

老人先后离世，曹怀书总是尽最大努

力，为他们送去临终关怀，满足他们

最后的心愿，陪伴老人安静地走完人

生最后的日子。有一位名叫刘树凡

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对死亡有着太

多的恐惧，曹怀书默默地陪伴着老

人，安慰老人不要恐惧。老人面容舒

展而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做一件好事容易，但这位古稀

“义工”一干就是九年，而且，他越干

越有劲儿。曹怀书说，和他们在一

起，让他感觉很温馨，他理解他们的

喜怒哀乐，知道他们的所需所求。“只

要我能走得动，我就来陪陪老哥老姐

们，给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样

我心里才踏实。”

（省文明办供稿）

古稀义工曹怀书

村里的“功德榜”村里提供的餐具

“红白理事会”实施“精准管理”

小村庄焕发出了新活力

精神文明建设让李子札村焕发出全新的

精神面貌，整个村庄风清气正，而村上的“友

和种植专业合作社”，也走上了发展正轨。

张志清说，这个合作社是2016年4月正

式成立的，村民以确权的土地亩数入股，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种植蔬菜、水果、杂粮，

其中秋葵、大萝卜已经成为特色品种。张

志清说，按照规划，合作社要建立千亩果

园、千亩蔬菜园、2000亩的高标准农田。合

作社已经成功研发出了秋葵油、秋葵酱菜、

萝卜酱菜等深加工产品。

张志清说，村上正在建学校，而在他的规

划里，村上还要争取建起一座“托老院”：你上

班前把没人照顾的老人送过来，这里管吃管

住，一帮老人凑一块儿也不孤单。下班了你

可以接走，也可以让老人住在这里……

风清气正，
农业合作社绘就美好蓝图

“这是我们村的‘功德榜’，上面这些

人，都是我们‘李子札村的骄傲’！”站在宣

传栏前，李子札村党支部书记刘书德一脸

的骄傲。

短短几年时间里，李子札村接连涌现

出许多令人心生敬意的“身边好人”。

刘建奎的老家在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

1993年结婚后，他住进了李子札村的岳母

家。岳母因脑供血不足，每年都得住院，平

时药也不断。岳母住院期间，刘建奎一下班

就往医院跑。他把孝敬老人永远摆在首位，

20多年来，坚持每天为岳母洗脚，是出了名

的孝顺女婿。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中国好

人”。

经过“美丽乡村”改造，村上一个大臭水

坑改造成“水上公园”，可这个公园通往村主

要公路的通道，在临近公路时被房子给挡住

了。房子在一处老宅基上，而且南房又是厂

房，直接关系到人家的生产、生活。这家兄弟

五人，老大李春民是张志清从小的玩伴儿。

他通知张志清说，家里的老人发话了，他们兄

弟五人也都商量了，决定拆掉自己家的一间

正房、一间厂房，让出通道！而且是无偿的！

《燕赵都市报》当时报道了这个当代《新六尺

巷》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还上了央视……

2015年，李子札被评上了全国文明村。

小村新风不断涌现

邯郸交警启动百日整治行动
严打酒驾、醉驾、毒驾、无牌无证、假牌假证5类交通违法行为

李子札推行红白理事会制度之所以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有两点经验值得关

注。

一是一定要出于“公心”。张志清说，

最难改的就是人们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在

农村，红白事都是大事。所以说，推行红

白理事会制度，实施各项改革措施，一定

要出于“公心”，为村上整体利益和长远考

虑。一定要提前谋划，尽可能多做调研，

将方案制订得细些细些再细些，不是针对

哪个村民个人，而是针对村上的现象，形

成制度以后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那就成

了村上有制约力的制度。

二是还要尽可能考虑到红白事改革

与民间传统的“平衡”，在尊重乡情民意

的基础上实施改革。比如，李子札办白

事也有灵棚，但同时也规定了不穿重孝、

不收供礼、不许商业演出、不用纸扎用

品，这就在最大限度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又有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正是基于此，李子札村的红白理事

会才真正做到既符合了乡情民意，又进

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它的“精准管理”令

人印象深刻。

扎根乡土的“精准管理”

李子札村有500余户，1700多人。村

主任张志清说，从2012年开始，新的村两

委班子在面临村上诸多事务时，选择了将

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抓手。

通过强有力的红白理事会制度，可以作为

突破口在全村弘扬崇德尚俭、厚养薄葬的

风气，继而在全村树起正气，有效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

为此，李子札村制定了红白理事会制

度，并最终成为强有力的村规民约。原

先，村里只有白事理事会，后来又增加了

红事理事会，“两套人马”分别管理白事、

红事。

在有了专人负责之后，李子札村的红

白理事会制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志

清说，村上有村礼堂，礼堂“后身”是厨房，

还有办白事固定的扎灵棚的场地，这就解

决了村民办红白事的场地问题。在红白

事的具体“花销”上都有“明文规定”。

现在，红白事大操大办已经在李子札

村看不到了。张志清说，办白事最少的一户

只花了3500元，最多的也没超过8000元。

最少的一场白事花了3500元

本报驻沧州记者 李家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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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怀书曹怀书（（中中））在给老人做思想工作在给老人做思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