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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一早，30 多名“红马甲”走进江永县

桃川镇邑口村果农尹鸡荣的柚子园。他们拿着用

注射器和钓鱼竿自制的“神器”，拨开翠绿的树

叶，对着一朵朵盛开的柚子花点点碰碰。

柚子花也要“打针”吗？尹鸡荣笑着为记者

解惑：“他们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来

帮忙为柚子花授粉。针管里装的是酸柚子花的

花粉，点到柚子花的花柱上，可提高坐果率。”

江永县有 10 多万亩香柚基地，每年 4 月柚

子花开，果农们便忙着抢抓晴好天气进行人工

授粉。58 岁的尹鸡荣种植香柚 25 亩，他的儿子

在外地打工，今年受疫情影响无法回家帮忙授

粉，尹鸡荣正发愁，驻村工作队长、村第一支书

谢韶光立即组织了志愿者前来支援。“香柚授粉

期只有 10 多天时间，一个人一天最多点花 2 亩，

有志愿者帮忙，这两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人工授

粉了。”尹鸡荣松了一口气。

春播以来，江永县组建调研组，对全县 11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服务春耕情况开展走访调

研。针对群众反映的实践站活动开展不多、志愿

队伍不强等问题，调研组与当地村支两委、驻村

工作队、乡镇联点领导一起，查不足、找短板、出

对策，梳理出 43 条建议，促使实践站志愿者下

沉春耕生产一线，为农民排忧解难，助力粮食生

产和乡村振兴。

该县要求各文明实践站延伸实践半径，突

出实践特色。其中，上江圩镇 9 个实践站开设了

“点餐式田间课堂”，组织开展香姜、水稻、香芋

等农作物田间课堂培训 15 期，培训村民 1134 人

次。上江圩镇部分姜农在种植过程中出现了烂

芽、出产量低和品质不高等问题，当地文明实践

站收到“群众点单”后，立即邀请农技专家来到

田间为姜农授技。“搞懂了烂芽的原因，知道以

后要蔬菜轮作，改善土壤结构。”55 岁的姜农何

德军说，今年计划种植香姜 3 亩，仅此一项，全

家能增收 9 万多元。

目前，江永县已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200 余

场次，解决春耕生产、疫情防控、环境治理等问

题 1600 多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助农惠农

李秉钧 李 川 林宇暄

4 月 6 日 0 时 16 分，郴州市公安局
苏仙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罗晓峰与世
长辞，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公安工
作。

3 月 21 日下午 5 时 30 分许，郴州市

公安局苏仙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罗晓

峰在疫情防控调度会上，身体突发不

适、神志不清。在场同事立即拨打 120

将罗晓峰送到医院抢救，被诊断为颅

内脑干出血。经过半个多月的全力抢

救，却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罗晓峰的生命定格在 49 岁上。从

1993 年穿上警服至今已有 29 年，生前

曾担任过分局五里牌派出所所长、桥

口派出所所长、矿管大队大队长、禁毒

大队大队长、治安大队大队长。曾获

评“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制人物”、湖

南省“治爆缉枪先进个人”、郴州市“抗

洪抢险勇士”、郴州市“禁毒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个

人三等功 4 次、个人嘉奖 8 次，并先后

八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闻令而动，逆行而上
他是防疫一线的“冲锋号”

开春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罗晓峰兼任郴州市

公安局苏仙分局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

组办公室主任，是疫情防控工作的“主

心骨”，除负责日常治安工作外，还承

担应急专班实体化运行、辖区 4 个高速

公路路口民辅警执勤、公共场所疫情

防控督导指导、宾旅馆及娱乐场所的

疫情防控督导检查等疫情防控工作。

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治安大队
副大队长黄福生介绍，今年以来，罗晓
峰共计安排统筹调度 2160 人次民辅警

24 小时不间断在四个高速路口执勤，

共带队检查宾旅馆 210 余家，开展各类

清 查 30 余 次 ，下 达 整 改 责 任 书 50 余

份，流调溯源 1.5 万余人。

为守好疫情防控安全“生命线”，

罗 晓 峰 提 出 在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同时，要始终保持对涉疫违法行为的

高 压 态 势 ，坚 决 做 到 发 现 一 起 、查 处

一起。通过涉疫典型案件的办理，有

效推进了疫情防控的宣传力度，提高

民众的法律意识，为正向引导群众理

解 和 支 持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打 下 了 坚 实

基础。

为了做好群众安全的“守门员”，

罗晓峰积极与单位同事参与高速路口

疫情防控执勤工作。过年期间，天气

异常寒冷，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他

从不喊苦叫累，遇到车辆人员过多时，

忙得连一口简单的工作餐都没有吃，

但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他毅然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共参加高速值守 10

余次。在党员下社区工作中，他主动

担当、率先垂范，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两码”查验、信息登记、秩序维护、

卡口值守、防疫宣传、“敲门行动”等志

愿服务工作 ，共完成“敲门行动”4 次

590 栋住房，协助开展两码查验 180 余

人，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铮铮誓言。

事发前夕，他已经连续加班加点、

超负荷工作一段时间了。同事和家人

都担心他身体状况，曾多次劝他注意

身体、劳逸结合，但他依然放不下手中

的工作，放不下对群众的牵挂，一直坚
守在疫情防控的一线，直至病发昏倒。

披星戴月、不辞辛劳
他是缉毒一线的“尖刀兵”

缉毒警察每天都在经历生与死的
较量，被称作是行走在“刀尖”上的人，
他们经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每侦破
一起案件都是一场生死考验，在与毒
贩交手的那些日子里，罗晓峰也经历
了无数次的惊险时刻。

有一次在某居民屋蹲守抓捕在逃
毒贩时，根据线索反馈，这名毒贩身上
有枪！面对如此险境，罗晓峰对抓捕
小组的战友们说：“我是你们的领导，
又是抓捕小组的领队，我已经有儿有
女了，等下我冲在最前面，你们跟在我
身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毒贩
被成功抓捕，从其身上搜出那把冰冷
的枪时，罗晓峰才感觉到自己的衣服
已湿透了，这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
的经历，让他深感缉毒民警的使命与
危险。

2018 年 10 月，在一次抓捕行动中，
一名以贩养吸的毒贩情绪激动、狂性
大发，用刀架在脖子上，大声喊道：“你
们不要过来抓我，我有艾滋病！”面对
险境，罗晓峰没有丝毫退缩，瞄准时机
一个箭步上前，牢牢抓住毒贩的持刀
的手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在战友
们的协助下将毒贩制服。在控制毒贩
的过程中，罗晓峰不小心被抓伤了，但
他顶着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持续奋
战，直到把毒贩押送至办案区。经医

院检查，毒贩的艾滋病检验成阴性，听
到这一结果后，罗晓峰这才长舒了一
口气。

在禁毒大队工作期间，罗晓峰常
年 与 队 友 并 肩 而 战 、风 餐 露 宿 ，斩 毒
源 、拔 毒 根 ，带 头 侦 破 各 类 毒 品 案 件
200 余起，其中破获大要案 30 余起，打
掉贩毒团伙 24 个，缴获冰毒、“麻古”、
海洛因等毒品 2000 多公斤，追缴毒资
600 余万元。

“罗队带领我们先后成功侦破了
五 起 公 安 部 督 办 毒 品 案 件 和 两 起 省
公 安 厅 督 办 毒 品 目 标 案 件 。”苏 仙 公
安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李志勇介绍，其
中办理的公安部督办“2020-01”毒品
案 件 中 ，缴 获 液 体 毒 品 1914 公 斤 ，受
到公安部领导的肯定，认定为是一起
教科书式全链条打击“供、制、贩、运”
的典型案例，被公安部专家和领导认
定 为 中 国 禁 毒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案件。

忠诚担当、积极作为
他是公安战线的“排头兵”

去年 2 月，根据组织的工作安排，
罗晓峰接任治安大队大队长，为尽快
适 应 新 的 工 作 环 境 、工 作 角 色 ，他 长
时 间 以 队 为 家 ，从 清 晨 到 日 暮 ，从 黄
昏到黎明，总能在办公室看到他忙碌
的身影。

治安大队事情多、任务重，承担着
社会管控、护校安园、疫情防控、扫黄
打非、维稳专班等多项任务，但他总是
一丝不苟、亲力亲为。

“罗晓峰是我们学校的法制副校

长，几乎每周都可以在校门口看到他

的身影，他上课也特别生动，总会用自

己的‘身边事’来教育我们这些‘身边

人’，我们学校的学生也都很喜欢他。”

郴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赵抗冰说道。

为确保全区中小学校园安全，苏

仙 区 全 面 启 动 了“ 护 校 安 园 ”专 项 行

动，对全区 60 余所中小学、幼儿园设立

专人“护学岗”20 所，建立巡逻防控点

61 个，全方位保护学生安全。罗晓峰

以身作则，部署精干警力在辖区内 60

余所学校担任法制副校长，深入学校

开展法制教育活动。今年 2 月至 3 月，

罗晓峰在其担任法制副校长的郴州市

第二中学开展法制讲座 4 次。

2021 年，“8·5”开设赌场案交到了

罗晓峰的手上。为了尽快将这一条涉

及特大跨境网络赌博、非法中介、非法

跑 分 结 算 等 犯 罪 产 业 链 条 被 彻 底 摧

毁，罗晓峰带领大队民警千里奔袭，往

返嫌疑人常住地数十次，最终顺利将

跨 境 赌 博 网 站 人 员 老 板 、股 东 、管 理

层、高级别主管负责人员一网打尽，捣

毁“六哥代理”等多家境外资金结算中

介机构 ，冻结金额达 5.8 亿元，房产 68

套，“宾利”等豪车 17 辆。该案件的成

功办理得到了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

并被评为“全省精品案例”。

在罗晓峰的带领下，去年，苏仙公

安 治 安 大 队 共 查 处 涉 赌 行 政 案 件 59

起。治安大队荣获市局 2021 年集体三

等功，并呈报省厅集体二等功。

以队为家、尽职尽责
他是扎根岗位的“螺丝钉”
“罗晓峰患有糖尿病多年，每天都

需 要 注 射 胰 岛 素 ，饮 食 也 要 专 门 控

制。”同事陈勇在罗晓峰办公室里告诉

笔者，“这里有两个特殊的物品，一个

药 箱 子 ，一 个 电 饭 煲 ，他 就 是 靠 着 这

些，支撑着自己日以继夜地奋战公安

一线。”

这两个物品，是同为分局民警的

妻子邓益春，为了照顾罗晓峰的身体，

就在他办公室里置办了这两个物品。

“中午有时我去探班时，常能碰到晓峰

在办公室注射胰岛素，我就劝他注意

身体。”邓益春眼眶泛红地告诉笔者，

可在他的心里，使命大于一切、责任重

于泰山。

去年，罗晓峰因血糖没有控制好，

前后 2 次住院病休，还没等身体恢复就

坚持提前出院。出院后的第一件事便

是回归岗位，妻子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妻子邓益春的眼中，罗晓峰不

论是平常生活还是重要节日，只要有

案子，他总是说走就走、离家数天。大

儿子出生时，他在外面办案，小女儿出

生时，他依然没有陪在妻子身边。面

对上有 80 多岁老父亲，下有一双未成

年儿女的家庭，身体欠佳的邓益春却

独自扛起了一切。

铮铮铁骨亦柔情，看着妻子的默

默付出，罗晓峰去年借着在全局工作

会议上发言的机会，向妻子给出了最

美的承诺：“老婆，等我退休了，天天在

家 陪 着 你 。 饭 ，我 来 做 。 衣 服 ，我 来

洗！绝不食言！”没想到，却成了永远

无法兑现的承诺……

罗晓峰，这面共产党员的旗帜永

远飘扬。

罗晓峰，防疫一线不倒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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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月 11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丹

枚 通讯员 赵宇峰 李蓓蓓）4 月 6 日，邵东市周

官桥乡的湖南金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润生和员工忙着将从养殖场收集来的鸡粪、

猪粪等畜禽废弃物，放置到堆沤处置区，对畜禽

废弃物进行堆肥发酵。

“添加复合微生物菌剂、秸秆等物品后，再

经过 20 天左右的发酵处理和灭菌杀虫，禽类粪

便就能变成生态有机肥。”陈润生说。

邵东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产粮大县。

全市养殖场（户）数量多，畜禽粪污产生量较大。

邵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检群介绍，为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去年以来，该市“变

废为肥”，发展绿色种养，确保粪肥达标还田。该

市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扶持第三方农业服务组

织，开展畜禽粪污收集、运输、堆沤发酵及应用

服务。目前，已在周官桥乡、廉桥镇等地建立畜

禽粪污规模堆沤场 3 处，每年可生产生态有机

肥 3 万余吨。

“将畜禽粪污进行肥料化利用，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改良土壤，提供作物养

分，减少化肥施用量，对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具有一定作用。”李检群说。

“为满足水稻、水果、药材等多种农作物的

用肥需求，我们还加大与种植户的联系，了解他

们对肥料配比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有机肥定制

需求。”陈润生说。

邵东市简家陇镇水果种植大户羊军林是

生态有机肥的积极用户，种有 1200 余亩黄桃、

金秋梨等。“前不久购买的有机肥用完了，今天

再来买一些。”羊军林告诉记者，使用有机肥，

不但可以改良土壤、防止板结，结出来的果子

会更甜。

自 2021 年邵东市被确定为全省种养循环

农业试点项目县以来，该市已完成粪肥还田试

点示范面积 10.3 万亩次。

“变废为肥”发展绿色种养
完成粪肥还田试点示范面积10.3万亩次

邵东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如兰

通讯员 杨莎莎

“您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昨天，我们会带

着您的爱心一直走下去……”清明时节，汨罗

市爱心帮帮志愿者协会的“战友”来到“中国好

人”吴胜利的墓前，献上鲜花，追忆往昔。

“关门老板”与“上门好人”

2011 年，吴胜利在汨罗江社区论坛与爱心

帮帮志愿者协会负责人伏雯一见如故，开始了

他的公益长跑。家人笑他沉醉公益，有一股“愚

气”，但也十分支持他，网名愚哥便成了吴胜利

的代号。

愚哥在汨罗城区经营着一家消防器材店。

投身公益后，店面经常大门紧闭，门上挂有“请

拨电话，10 分钟到”的牌子。有客上门，他就请

妻子帮忙看管，被客户笑称“关门老板”。

后来，愚哥将门店设为“爱心驿站”，成了

环卫工人消暑避寒的歇脚点。夏有西瓜，冬有

热茶。

玉池大山顶，云雾缭绕处，住着愚哥最挂

念的亮亮一家。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前，每次去

亮亮家，车只能行至半山腰，还要徒步 40 多分

钟才能到达。

亮亮患有小儿麻痹症，母亲有精神疾病，

全靠父亲干些农活养活一家子。

“一见我们，亮亮怯怯地躲到奶奶身后……

这是一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砖房，屋里只

有几样破旧家具，电灯泡算是唯一的电器……”

2013 年，实地走访后，愚哥写下《有妈的孩子像

根草》在论坛发表。很快，有爱心人士捐资供亮

亮治病、上学。

山高路远，愚哥每次与志愿者上门都会带

上一箩筐生活用品与衣物。在一次“微心愿”活

动中，亮亮提到的一句“想骑自行车”被愚哥记

在心里。下一次上山时，他与志愿者带来一辆

崭新的带后双轮的自行车。亮亮踩着自行车，

笑得灿烂。

开着自家“帮车”去敬老

志愿服务 9 年来 ，愚哥自费出车 1000 余

次，他的银色小车被志愿者称为“帮车”。

愚哥负责“爱心帮帮”的敬老事务。2013

年，他看到有帖子称，白水镇高冲村的胡爷爷

“许久没尝到肉味了”。愚哥与志愿者黄检平带

上肉、面条、牛奶等物资上门走访。

推开门，只见胡爷爷坐着轮椅，正在灶边

烧柴，锅里只有上一顿剩下的丝瓜。愚哥连忙

挽起袖子开始烧肉。

“爱心帮帮”先后为胡爷爷筹措 2 万余元。

每次路过省道 S201，愚哥都要驾车绕道，带上

物资去看他。

2018 年，愚哥再次去看胡爷爷，只见大门

紧闭。邻居告知：“胡爷爷几天前去世了。临终

前一直念叨着你们的好，说要不是你们，他早

就活不下去了。”

愚哥师承剧作家甘征文，唱花鼓戏、写剧

本样样拿手。作为“帮内”的“文艺骨干”，他每

年为敬老院上门服务近 20 次，是敬老院的“戏

剧明星”。

每次上门，志愿者“AA 制”自费买菜，为老

人做饭、理发、义诊、表演节目，陪老人聊天。

2019 年 6 月，愚哥确诊肝癌。他找到跟他

一起默默奉献的志愿者胡景，要他做敬老事

务的“接班人”。如今，胡景接手愚哥的消防器

材店，也接过他手中的敬老“接力棒”，继续奔

走在各敬老院，为老人带去欢笑与温暖。

把红马甲送给女儿作“嫁妆”

川山坪镇川西村年幼的邓添翼父母双亡，

爱心人士曾“一对一”资助他 3 年。3 年后，愚哥

接过了爱心棒。

2019 年 11 月 30 日，刚接受完化疗的愚哥

放心不下添翼，“爱心帮帮”执行会长王永林担

心愚哥身体，便陪同前往送助学款。

“你是小男子汉了，要放肆加把劲读书。如

果我不能来了，我女儿一定会来的。”愚哥想到

可能是最后一面，忍住泪水道出希冀。

愚哥把红马甲作为女儿吴雅琴特殊的“嫁

妆”。吴雅琴在婚礼现场承诺，将帮扶一名贫困

学子，直至大学毕业。

2020 年 3 月 14 日，与病魔斗争了大半年

后，愚哥走了。当年 10 月，他入选助人为乐类

“中国好人”。“爱心帮帮”管理员吴星星说，愚

哥去世后，许多人被他的事迹感动，纷纷加入

协会。

4 月 3 日 ，“ 爱 心 帮 帮 ”如 往 年“ 三 月 三 ”

一 样 ，给 环 卫 工 人 送 去 地 菜 煮 鸡 蛋 。志 愿 者

马 晶 将 一 碗 地 菜 煮 鸡 蛋 送 到 一 对 环 卫 工 夫

妇手里时，这对夫妇一眼就认出了鲜艳的红

马甲。

“我们有一个小孩叫杨仙送，2015 年愚哥

送来‘爱心帮帮’助学款，帮我们全家度过了最

困难的时期。”环卫工夫妇很高兴，杨仙送父亲

说，现在，儿子长大了，条件也好了。明年的志

愿活动，也带我们一份！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畅

通讯员 邢政 严婧

“当时我被压在废墟下，已经哭得没有了

力气，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回想起 14 年前

的一幕，杨倩依然印象深刻，“他们是英雄，是

照亮整个废墟的一束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

样的人。”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地震，杨倩家

乡 德 阳 是 重 灾 区 。当 时 年 仅 6 岁 的 杨 倩 还 是

一名一年级学生。午休过后，她感觉脚下突然

传来大地剧烈的震颤，随后教室轰然倒塌。坐

在 离 教 室 门 口 最 远 角 落 的 杨 倩 ，没 来 得 及 逃

出，被掉落的预制板死死压在课桌下，完全不

能动弹。

拼命呼救无果之后，杨倩冷静下来，“一定

会有人来救我的！”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 5 个多

小时，她听到金属切割机的声音，听到很多人说

话的声音。随着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杨倩的头

顶突然出现一束光，是身着迷彩绿的身影抬起

预制板，给了她“生命之光”。

在救援官兵的帮助下，重度受伤的杨倩被

父亲抱上救护车。被紧急送往医院的途中，父亲

告诉她，是这群穿着迷彩服的解放军救了她。

杨倩的手臂受伤严重，家人带着她辗转多

家医院，治疗时间长达半年。当时，国家为地震

伤员出台专项政策，医疗费用均由国家统筹解

决，医院还免费提供吃住。不仅如此，听说他们

是汶川地震灾区来的，热心的病友、市民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

在治疗恢复期间，那些穿着迷彩服、戴着头

盔的解放军的身影，时常在杨倩的脑海中闪现。

6 岁的杨倩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用

最好的成绩、最优秀的自己，来报答那些曾经帮

助过她的人，长大后像他们一样成为照亮他人

的一束光。

出院后，杨倩从小学到高中，成绩总是名列

前茅，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还

获得市级“十佳少年”。2019 年，她考入湘潭大

学，连续两年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2021

年 5 月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她经过汶川大地震，非常懂得感恩，在学

习之余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尽可能地帮助

他人、服务社会。”杨倩的班主任、湘潭大学商学

院原党委副书记资义平说。

大二时，杨倩得知女生可在大学应征入伍，

便早早提交报名表。然而，参军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第二轮体检时，由于紧张和不熟悉检验流

程，杨倩被淘汰。

为全力准备下一次征兵，杨倩四处搜集征

兵信息和注意事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每日

6 时 30 分起床锻炼，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保持

较好的体脂率。

功夫不负有心人，3 月的春风给杨倩捎来

了好消息。经过体检、政审、综合素质等多项考

核后，她以湘潭本批次第一名的成绩入选为预

定新兵。

来到役前训练基地后，军事训练、理论学

习、内务整理，杨倩都力争做到最好。“她的参军

动机很纯，积极乐观，无论是列队操课，还是作

风养成，都十分刻苦，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役

前训练连一排二班班长易芮安说。

“终于和‘迷彩绿’汇聚在了一起，终于走进

了那束光！”杨倩说。

遇见光、追随光、成为光，如今，杨倩“不爱

红装爱武装”的故事，在湘大校园里流传。

万象 新

14年前汶川地震，6岁的杨倩被人民子弟兵从废墟中解救出来，“迷彩绿”给了她生命之光。
她追随着这束光成长，今年3月，这名湘大学子如愿成为一名预定新兵——

“终于走进了那束光”

“愚哥”行善 善行相传
——记助人为乐“中国好人”吴胜利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吴胜利（右三）生前

与“爱心帮帮”志愿者叮

嘱邓添翼（左二）好好读

书。 夏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