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市雷锋车队：

干的都是良心活
本报记者 王培莲

在吉林省吉林市， 当地市民和
很多外地游客都知道有一个出租车

雷锋车队。 这个特殊称号意味着：
不会绕道宰客、 不会多收钱、 在车
上丢了东西能找到。

吉林市雷锋车队自2003年成立
以来， 一直保持在20辆车和20人左
右的规模。 这是全国第一支由中国
雷锋精神研究会批准冠名的出租车

雷锋车队。
雷锋车队老队员王建文说，雷

锋车队不是随便能加入的： 首先要
求司机从未被乘客投诉过， 其次人
品要好。“怕吸收太多人，人员混杂，
砸了雷锋车队的招牌”。曾经有人想
报名加入车队， 当了解到加入车队
没任何好处时，他们便打了退堂鼓。

32岁的出租车司机宋志强有一
副热心肠， 车队队长王亚吉就是看
中了他这一点，把他吸收到队伍中。

2008年， 宋志强刚加入雷锋车
队， 便赶上了汶川特大地震。 王亚
吉召集大家商量， 决定每人向灾区
捐出两天的营运收入。 车队制作了
统一的捐款箱， 乘客把打车费直接
投入捐款箱， 有些乘客看到是给灾
区捐款， 大多会多塞几元， 两天下
来， 每个捐款箱里都有五六百元。

2010年7月 ， 吉林省遭遇百年
不遇的水灾， 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
受灾严重， 宋志强和其他队员每人
捐了150元 ， 买了面包和矿泉水 ，
把车后座和后备厢都塞满了。 他们
到灾区给受灾群众发食物， 参与人
员疏导， “有想投亲靠友的， 我们
就免费给他拉出来”。

对雷锋车队队员来说， 每逢中
高考， 他们都会停止营运， 到各考
点的大门口等候， 以便为忘带准考
证或考试期间突发疾病的考生及时

提供服务； 每年老兵退伍转业， 他
们都会免费载着复转军人在市内逛

一圈， 再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遇到
突发事故或自然灾害时， 他们也会
迅速集结， 前去帮一把。

义务搭载老弱病残， 成了雷锋
车队不成文的规定。此外，队员们还
经常碰到乘客把随身物品忘在出租

车上的事。一次，雷锋车队队员杨佰
生搭载了一名去酒店打网球的乘

客， 乘客把手提包和运动装备放在
车后座上，下车时只顾接电话，将东
西忘在车上。“咱也没有向后看的习
惯， 又拉了两个活儿后才发现这些
东西。”杨佰生立马返回酒店，看到
失主正在酒店门口等他。 失主说自
己知道杨佰生一定会回来， 因为他
开的是雷锋车。失主的信任，让杨佰
生备感欣慰，他也再次体会到“做好
事，心里敞亮”的感觉。 （下转2版）

面对陌生人求助，你会怎么做
河北工大一学生用善举感染身边人，放大社会正面力量

本报记者 张 国

你敢帮助陌生人吗？
对于这个问题， 河北工业大学

城市学院19岁的大一学生谢佳岐是
这样回答的： 他跟着一个在校门口
举着求助牌、 摸不清底细的男人去
了医院， 为他患病的儿子捐献了血
小板。 男孩10岁生日当天， 生命出
现转机。

此事在学校里引起讨论。 很多
师生起初担心这个刚成年的新生轻

信别人，有点冒险，但在得知事情的
来龙去脉后， 他们为这个偶发的善
举所打动，称他为“河工大的骄傲”。

事实上，谢佳岐承认自己当时有
点犹豫，可他又想：“万一是真的呢？”

校门口碰到陌生人求助

那是2011年9月23日， 谢佳岐
从新疆来到天津就读河工大不久，

这天下午， 他和室友蒋孟南、 苗银
宁去上课的途中， 见到校门口站着
一个中年男人， 举着一张写有字的
白纸。

他们以为这 “又是一个利用学
生的同情心来骗钱的骗子”，瞄了一
眼就走了。走过没多久，蒋孟南无意
间问起谢佳岐的血型， 谢佳岐说是
A型。苗银宁说，刚才门口那个举着
牌子的人好像就是需要A型血。

谢佳岐一听， 转身一路小跑到
那人面前 ， 仔细一看 ， 纸牌上写
着： “救我儿子， 急需A型血！”

谢佳岐询问后得知， 这个男人
的孩子患有严重血液病， 当天急需
输血。

“当时我看他挺着急的。” 谢
佳岐说。 他也听说总有人做好事反
受其害， 但是觉得 “多叫几个人，
大家一块去， 就没事了”。

因此， 他和两名室友一起， 与
求助者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津市

血液中心。 为防万一， 他们在路上
把去向报告给了辅导员。

上车时， 谢佳岐甚至没有来得

及察看求助者的证件。 在路上， 那
名中年男子主动掏出自己的身份证

和医院证明、 收据， 表明自己不是
坏人———他这一天饱受怀疑， 举了
大半天求助牌， 他才遇到第一个搭
理他的人———谢佳岐。

这位名叫陈迪柱的求助者是湖

北省黄石市第三中学的数学老师，
儿子晨晨患有 “重超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 在天津住院。

当时，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晨
晨急需输入血小板。 陈迪柱自己给
儿子输过血，也发动了亲戚，但不够
用。他甚至找过血贩子，也买不到。

无奈之下， 陈迪柱找人借了纸
笔， 做成纸牌， 举着上了街。 那天
成了他 “最难熬的一天”。 他在街
上发现， 有的人朝自己 “稍微瞄一
眼”， 也有人会 “回过头来再看一
眼”， 但是没什么反应。

他决定到大学里碰碰运气。 在
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里， 他走
了一上午 ， 一无所获 。 “这个时
候， 我没有理由去怪别人———他们

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是真

的还是假的。” 陈迪柱说。
午后， 这位快要绝望的父亲随

便拦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把自己
带到 “学校多、 人多的地方”， 最
后到了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河北工

业大学门口。
幸运的是，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

儿， 还没来得及进校， 就碰上了谢
佳岐。

用正面力量影响身边的人

在谢佳岐准备签字时， 医生问
他是无偿献血， 还是给指定的病人
献血。 无偿献血的话， 他本人及直
系亲属以后可以享受无偿供血。 给
指定病人献血， 直系亲属就不能享
受无偿供血。

谢佳岐选的是给指定病人献

血。 一个多小时以后， 血小板采集
完毕。 谢佳岐和室友立刻返回学校
上课。

第二天， 从谢佳岐身上采集的
血小板输入晨晨体内。 当晚， 晨晨
尿血的症状消失。 这一天， 是晨晨
10周岁生日。 （下转2版）

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迈进
———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新华社记者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 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共同努
力， 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弘的司法
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大实践；

这是一场立足国情的改革———强化对司法

权的监督制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落实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完善政法队
伍管理体制机制，提升了凝聚力、战斗力；

这是一场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改

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改革中不

断完善和发展，尊重保障人权、践行司法为民，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
在依法治国的前进轨道里， 在风生水起的改

革大潮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发展
和完善， 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司法制
度不断迈进。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顶层设计全力推动

“感谢公安机关给俺们送来了救命钱 。 ”
2011年初 ，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三骏乡张仲明
（化名） 带着妻子， 专程给松原市公安局送来一
面锦旗， 对公安机关抓获曾严重伤害他的犯罪分
子和对他家长期以来的救助致以深深感谢。

张仲明在2006年8月因与人争执， 被人用猎

枪打成重伤， 身体铅中毒需定期排毒， 高昂的医
药费让这个本来就经济拮据的家庭陷入困顿。 当
地公安机关启动刑事案件被害人生活困难救助程

序， 自2009年开始， 先后给予他总计12万元的经
济救助。

因一些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或缺少赔偿能

力，我国每年都有部分刑事被害人家庭陷入困境。
司法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党中央

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司法体制改革范畴，
中央政法机关会同财政部、 民政部等有关部门，
于2009年3月发布了 《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
工作的若干意见》。 这一制度迅速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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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组合拳 刹评比泛滥风

新疆：擅自搞评比 问责决策人
本报乌鲁木齐2月24日电 （记

者刘冰） 从今年开始， 未经批准而
擅自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在新疆

将行不通了———这是新疆正在拟定

的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经费管理办
法》 中传达出的重要信息。

为从源头上遏制评比表彰泛滥

之势， 新疆将出台办法规范各种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 其中规定， 对未

经批准或者擅自改变批准内容的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 予以纠正或者宣
布无效， 对主要决策人进行问责。
同时， 还将出台 《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对经
举报查实的举报人 ， 给予适当奖
励。 此外， 还将出台 《社会组织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 《新
闻媒体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

法》 等配套文件。
据了解 ， 长期以来 ， 不少部

门、 组织热衷于各种评比表彰， 认
为不管什么工作， 不搞评比， 不进
行表彰， 工作就没办法推动。 2007
年以前， 新疆各种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有近5000项。

2007年和2009年， 按照中央部
署， 新疆对党群、 行政系统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进行全面清理， 共清理
出4801个。

2010年， 经自治区研究并报经
中央批准， 新疆撤销评比达标表彰

项目4673个， 保留128个。
有人算了一笔账， 按照一次活

动费用约5万元计算， 撤销的评比
达标表彰项目每年将为新疆节约开

支两亿多元。
去年新疆举办临时性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的项目申请共60多个， 经
严格评估审核只通过了11项。 据了
解， 新疆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还要再
作进一步的整合缩减。

自治区公务员局考核奖励处一

位负责人说： “对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的管理不是简单缩减 、 管住管
死 ， 而是对意义不大 、 可有可无
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严格控制 ，
大力缩减 ； 对促进自治区经济社
会发展意义重大的评比达标表彰

项目 ， 要主动协调服务 ， 搞出成
效。”

据悉， 对新型工业化、 旅游、
就业等意义重大的工作， 新疆将增
加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蔬菜视频医院千里“把脉”
2月23日，山东省寿光市“蔬菜视频医院”的农艺师赵丽萍为宁夏

中卫柔远镇菜农刘永杰提供蔬菜病虫害远程视频诊断服务。 刘永杰拿
着生病菜叶，通过网络视频向寿光“蔬菜视频医院”的“网络蔬菜医生”
赵丽萍求助。诊断之后，赵丽萍给千里之外的刘永杰开出了药方。

寿光市 “蔬菜视频医院” 的20多位业内权威蔬菜专家通过网络
视频 “把脉问诊”， 每天为全国各地蔬菜种植者提供专业的蔬菜病虫
害咨询诊断服务达1000余次。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与隆德集团和申鹭达公司联手

团福建省委向非公企业赠订中青报
本报福州2月24日电 （记者陈

强）近日，团福建省委联合福建隆德
集团及福建申鹭达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赠报仪式。 两家企业各出资25万
元， 共向全省1677家非公企业的团
组织赠阅《中国青年报》。

据介绍， 近年来， 团福建省委
积极依靠 “党建带团建”， 持续推
进非公企业团建工作。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14093家非公企业建立了
团组织 ， 其中2011年建团3888家 。
在已建党组织且符合建团条件的非

公企业中实现了团组织全覆盖。

团福建省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

何明华认为， 非公企业团组织建立
起来后， 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使之活
跃起来。《中国青年报》 作为团中央
的机关报， 对于丰富务工青年的文
化生活，帮助他们了解社会，形成正
确价值观具有独特作用。 团省委联
合企业开展向非公企业赠报活动，
就是要整合、 引导社会资源向基层
团组织倾斜，更好地服务广大青年。

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梁长春

和团福建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赠报仪式。

△吴邦国贾庆林分别会见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
议长吴瑞曼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

△全国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 电视电话会议在
京举行 贾庆林出席并讲话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

本报贵州瓮安 2月 24日电
（记者白皓 董伟 ）2月23日9时
起， 贵州省瓮安县2012年工作承
诺 大 会 现 场 响 起 105 次 承 诺
声———全县各乡镇、科局、省州垂
直管理部门将为民服务内容逐条

列出， 并在5分钟内陈述完毕。瓮
安县领导、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群众代表、媒体记者代表
等在现场听取承诺。

老坟嘴乡党委书记杨英从去

年12月就开始准备承诺的内容，
在她眼里， 经过走访村组形成的
300余字的承诺“都是没水分的干
货”。这份20条内容组成的承诺包
括24个目标数据，涵盖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民生工程、基础设
施建设、 党的建设和社会各项事
业等几方面，其中明确承诺全乡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达到3598
元，实现1000名贫困人口脱贫；完
成100亩水晶葡萄示范种植；打通
一条4公里断头路等具体目标 。

“实现这份承诺，压力好大，
只能使劲干。”杨英坦言，承诺制
让自己充满压力。

据了解， 所有承诺内容将在
瓮安县电视台滚动播放， 并在政
府网上发布， 以增大社会了解面
和群众监督面， 在工作推进过程
中好的典型将受到表扬， 反之则
将被公开曝光。

下一步， 瓮安县目标办将把
各乡镇、 各部门的工作承诺内容
纳入2012年度县目标管理考核的
重要内容进行考核。 同时要邀请
群众对兑现工作承诺进行评议，
对兑现承诺不积极、 成效差或群
众满意率低的乡镇、 部门， 主要
领导必须作出书面说明和践诺进

度承诺， 并按期整改， 对整改成
效不明显、 群众反响不好的， 县
委、 县政府将严格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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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有个“编外雷锋团”
2月21日， 邓州第十五小学的学生在 “编外雷锋团” 展览馆参观。

1960年8月， 560名河南邓州籍青年入伍到沈阳军区工程兵某团， 与早
一年入伍的雷锋同在一个团队工作、 学习、 生活， 有的还同在一个连。
雷锋的这些战友在陆续退伍返乡后的40多年里， 始终把 “雷锋的战友”
作为最高的荣誉， 把传承雷锋精神作为崇高追求。 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

上身体力行地传播、 实践雷锋精神， 被当地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 “编外
雷锋团”。

为了更好地发挥 “编外雷锋团 ” 的辐射带动作用 ， 当地政府于
2003年建成开放了 “编外雷锋团” 展览馆， 展览馆建筑面积2400平方
米， 馆内展区由 “雷锋， 我们的战友”、 “与时俱进学雷锋”、 “创建中
原雷锋城” 和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四部分组成， 运用声、 光、
电及多媒体等现代化的布展手段， 系统地展示了雷锋及邓州 “编外雷锋
团” 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寻找新时期的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