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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绥宁县水口乡，有一个2000多人
的高寒山村，名叫茶山村。这里是贺龙战
斗过的地方，也是雪峰会战的主战场之
一。最近，这里热烈传颂着该乡副乡长刘
雄与茶山村一位“星星的孩子”的故事。

刘雄1983年2月出生在绥宁县乐安
铺苗族侗族乡乐安村一组，四川师范大
学毕业后在水口乡已经工作9年。“我爱
看水口的竹林，爱吃水口的豆腐，但最让
我留恋的，是我结对帮扶的这名‘星星的
孩子’。”11月17日上午，刘雄一边给“星
星的孩子”梳头，一边说。

心怀忐忑

2019年9月11日，刘雄按照组织安
排首次来到茶山村结对帮扶对象贺全锦
家走访。当天，贺全锦夫妇不在，只有他
父母和女儿小丽（化名）正在家吃饭。两
位老人看到刘雄，忙将她让进进屋里，热
情张罗:“你吃饭了没有？看我们这家乱
的，也没啥好东西招待你。”

在走访之前，刘雄就通过资料了解
到贺全锦当年42岁，文化程度不高，家
里有两个孩子，除了13岁的大女儿小丽
之外，还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 10 岁儿
子。贺全锦常年在外做小工，老婆在县城
带儿子上学，有时顺便打点零工补贴家
用。这些年，他们一家四口都是和老父母
挤在一座老房子里住。2017 年，在之前
的结对帮扶人的努力下，通过享受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他们一家才住进了新房。

那天，刘雄与老人聊天得知，小丽小

学毕业之后，因患有严重自闭症，生活不
能自理，加之家庭经济原本就不宽裕，父
母就不再让她上学了。

得知豆蔻年华的孩子无奈辍学，刘
雄心情非常沉重。

火速施策

回乡政府的路上，刘雄一直在想：小
丽的问题要如何去解决呢?她马上联系小
丽父亲贺全锦，从他那里了解到小丽更多
情况：小丽不但是“星星的孩子”，还有先
天性智障，除了自己家人，基本不和外人
交流，曾经联系过绥宁县特殊学校和邵阳
市特殊学校，两校都表示目前没有条件招
收小丽这个年龄和这种状况的学生。

2019年9月12日大清早，刘雄乘车到
县城找到小丽妈妈，带她到绥宁县特殊学
校核实招生情况，并到绥宁县教育局找相
关负责人沟通协调。最后，绥宁县特殊学
校答应接收小丽为学校通学生，但随即，
小丽妈妈经过两天考虑，说自己既要上班
又要带儿子，无法好好照顾女儿，又放弃
了小丽到特殊学校就读的机会。

怎么办？13岁小女孩辍学在家也不
符合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呀！2019年9月
13 日，中秋佳节，刘雄向乡长和分管教
育工作的乡政协工联委主任汇报小丽一
事。获悉情况，乡长朱立明、政协工联委
主任于鑫和刘雄立马一起到县城找到小
丽的家人，反复做贺全锦夫妇的思想工
作。最终，他们决定让小孩在老家水口学
校上学。刘雄马上和水口学校领导联系，

学校结合小丽实际情况，决定以送教上
门的方式让孩子接受教育。作为一名扶
贫干部，刘雄送给了小丽一份最好的中
秋礼物。

之后，小丽两姐弟也顺利享受到教育
扶贫优惠政策，2020年6月，小丽个人享
受到国家低保。每次到小丽家走访，小丽
爷爷奶奶竖起大拇指直夸国家政策好。

奇迹诞生

结对帮扶期间，刘雄坚持每月一到
两次入户帮扶。天热了，她给小丽一家送
去降温物品；端午、中秋，送去粽子、月
饼，还经常给小丽姐弟送去学习用具和
课外读物，耐心辅导他俩作业。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贺全锦一度失业，刘雄联
系自己在做物流的姐姐帮他找到一份新
的工作，并给他落实了扶贫交通补贴。

时间一长，贺全锦一家与刘雄如同
亲人。最让刘雄感到惊喜意外的是：自闭
多年的小丽从开始时见到刘雄只知道傻
笑到现在可以亲昵地叫她“刘阿姨”了；
从不识几个字到慢慢能够写出自己的名
字，甚至还可以写出一些简单的句子；从
之前的完全自闭到目前能和弟弟嬉戏打
闹了……

有一次，刘雄又去小丽家走访，小丽
竟然给刘雄倒上一杯热茶，还坚持要留
刘雄吃饭。那表现与正常孩子没有多少
区别。那一刻，刘雄的热泪夺眶而出。她
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吧！

为“星星的孩子”点亮希望之光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杨亚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11 月 14 日
下午2时许，邵阳快警4号平台
接指挥中心指令，在某小区楼顶
有一女孩欲跳楼轻生。接警后，
快警何双喜等立即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何双喜发现，
女孩头朝外坐在楼顶栏杆上，一
松手就会坠下去。在对现场情况
进行分析后，何双喜立即呼叫附
近队员增援，一部分人上楼劝
解，一部分人在楼下观察寻找铺
垫物并联系其家人。劝解人员上
楼后不敢冒进，怕其情绪激动失
控，只能一步步小心翼翼的跟女

孩进行沟通、劝解。在经过各种
方式努力沟通后，女孩终于开始
往快警队员这边看来，快警队员
抓住这一机会派人继续与其沟
通分散注意力，一部分人开始慢
慢靠近，随时准备救援。当女孩
注意力分散之际，一名快警队员
立马从背后冲上去，抱住女孩，
其他快警队员赶忙抱住女孩的
双脚，将其从栏杆上抱下来。

随后，何双喜一边陪着女
孩等待其家人，一边对女孩进
行安慰。过了一会，女孩的父亲
赶到了现场，对快警队员表示
由衷感激。

女孩跳楼轻生 快警火速救助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张洋）11月11日，邵阳
县公安局红石派出所破获一起
容留他人吸毒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谭某元。

9月初，红石派出所相继查
获吸毒人员谭某林、谭某议、谭
某明，在对3人吸毒行为的调查
中，3人均供述是在谭某元家中
与谭某元一起吸食了毒品。而谭
某元在谭某明等人被抓获后已
经外逃。

11 月 11 日，红石派出所民
警通过调查走访，很快得知谭
某元藏身于大祥区某小区，于
是立即展开抓捕行动。经过 4
个小时的蹲守，当晚 8 时许，谭
某元晚上外出吃晚饭时被正在
守候的民警抓获。经审讯，谭
某元对其自己吸食毒品且多次
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谭某元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

容留他人吸毒 依法刑事拘留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王丽丽 夏勇） 11月
6日，武冈市人民法院对一起排
除妨碍纠纷案开展强制执行，省
人大代表熊大吉见证了该次执
行行动并予以高度肯定。

2018 年，申请执行人某乡
邮政所与被执行人马某的房屋
之间有一道围墙，由于部分围
墙坍塌，马某私自越过围墙搭
建雨棚。乡执法队强制将该雨
棚拆除后，马某仍将杂物堆放
在申请执行人享有使用权的土
地上，乡邮政所多次催促马某
搬离杂物未果。今年 8 月 6 日，

乡邮政所将马某诉至法院。武
冈市人民法院判决马某在判决
生效后 3 日内将堆放的杂物搬
离。马某拒绝履行判决义务。法
院决定对该案强制执行。执行
现场，马某及妻子试图阻拦执
行，在执行干警的释法明理和
劝阻下只得作罢。

执行完毕后，熊大吉表示：
“扎根基层多年，参与见证了法
院多次执行行动，深知执行不
易。这次行动武冈市人民法院部
署周密、行动迅速，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为法
院执行局的干警点赞！”

法院强制执行 人大代表点赞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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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15时20分，邵阳
快警大祥 6 号平台接热心群众
报警，称在宝庆中路附近有一男
孩与家人走失，需要帮助。

接警后，民警李小红等迅速
前往处置。在现场，报警人称小
男孩在其店铺门口逗留了很久，
旁边却没有大人陪同。他尝试着
跟小男孩沟通，但小孩由于害怕
一直不说话，无奈之下只好报警
求助。

李小红耐心地安抚小男孩
紧张的情绪，小孩渐渐开始说
话，告诉快警队员自己跟妈妈一
起出来玩，后来不小心走丢了，
并且用手指着大安街方向。

李小红分析孩子母亲就在
附近，于是抱着孩子沿途打听询
问。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在南门
口附近遇上正在到处寻找孩子
的妈妈。她一把抱住孩子，激动
地不住感谢快警队员们，“谢谢
快警，这么快就帮我找回小孩！
有你们在，老百姓感到很安心！”

11月10日17时20分，邵阳
快警大祥 6 号平台快警队员正

在巡逻，对讲机传来辖区内突发
警情的信息，正在附近的巡逻大
队副大队长刘杰带领快警队员
迅速赶至现场。

经了解系某小区业主与物
业工作人员因停车收费而引发
纠纷，快警队员在现场对双方展
开调解。经过一番耐心解释工
作，当事双方都心悦诚服，达成
一致意见并握手言和。围观群众
也不住地称赞道：“一场眼看要
爆发的冲突就此消解，为邵阳快
警点赞！”

11月10日晚19时18分，邵
阳快警大祥 3 号平台接群众报
警，称在宝庆西路附近有一名
60多岁老人不知道回家。

接警后，民警陈功民、刘邵
文、王五星、周向阳迅速赶往现
场。经询问得知老人是外地人，
家住附近某小区，晚饭后出来散
步时因不熟悉路线不慎迷了路。

“不用担心，我们送您回家。”陈
功民安抚道。

随后，快警队员将老人安全
护送至家中。

快 警 故 事
邵阳日报记者 陈 星 通讯员 蒋开炜

（上接1版）
孙如意列席第一次村干部会议，就

把大家吓了一跳。在这次会议上，他提
出了“立足本色，创造特色，突出亮色”的
发展思路，即继续坚守蔬菜种植这一传
统产业，在此基础上创造厨师村、装修
村、电商村特色产业，最后突出田江作为

“古城邵阳最美后花园”这一生态亮色。
孙如意的建议，得到村、街道班子的大力
支持，也得到全体村民的一致认可。

坐落在双清区的多福海鲜楼，是
田江村村民何红锋开创的，在孙如意
的帮助下，该酒楼成为田江村的厨师
培训基地。2014 年到 2017 年，田江村
培训厨师 50 多名，其中一半自办餐饮
企业，还有一半在多个城市著名酒店
担任厨师长。

田江村本来就拥有众多装修师傅，
不过长期以来大家都是单打独斗。孙如
意将这些零散的装修工人组织起来，成
立正式的装修公司，这样一来，不仅能够
承揽大型装修工程，而且工资也有了保
障。“以前‘打游击’，经常没活干，有时还
被拖欠工资。现在不光这些问题解决
了，平均每天还可以多挣100来元钱。”
七组泥工师傅何立平介绍。

田江村老百姓种菜恪守使用农家肥
的传统，蔬菜品质相对较高。孙如意把
村里文化水平较高的小弟弟、小妹妹组
织起来，开展电商培训。1994年出生的
女青年何奔驰开设的网店专营丝瓜、黄

瓜、水瓜、茄瓜、南瓜、冬瓜等瓜菜，还经
常在网上举办特色菜品拍卖活动，获利
丰厚，如今不仅找到了如意郎君，还真的
要坐上奔驰车了。

孙如意的“三板斧”，一举扭转了田
江村产业单一的局面。看着原来细皮
嫩肉的孙如意逐渐变成“乡野糙男”，乡
亲们痛爱地称赞：“你这小子，还真有两
下子！”2017年，孙如意高票当选村支部
书记。

第三惊：建设古城邵阳最美后
花园

孙如意的“牛刀小试”，让大家坚定
了跟着他走的信心。但有时候，他的大
胆尝试还是考验了大家的承受力。

建设80亩精品水果基地，村民都十
分拥护，但在“种什么”上，孙如意的决策
叫大家大跌眼镜：种桑葚。

“不就是那养蚕的桑叶树么？能帮
助我们致富？”许多人充满疑惑。不料，
当第二年田江村的嫩桑叶卖出100元每
公斤、桑葚卖到50元一小篓时，村民才
如梦初醒。

原来，孙如意在选择精品水果品种
时，曾多方咨询专家：初长的桑叶可以入
药膳，对降“三高”有帮助；桑葚更是滋补
佳品，既可鲜食，又是泡酒好料。现在，
田江桑葚园已经成为邵阳市民每年“五
一”小长假期间的打卡地。

围绕“建设古城邵阳最美后花园”这

一蓝图，田江村以桑葚园为核心，扩建第
二期精品水果基地100亩，种植脆柿、贡
柚、映霜红桃、大红李等水果。与此同
时，村里精心打造 30 亩有机蔬菜示范
园，用孙如意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色列的
农业产值可以实现10万元人民币每亩，
我们田江也要向着这一目标进军。

这几年，田江村不仅产业兴旺，村里
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善起来。自
2017 年以来，村里开始实现户户通公
路、家家通自来水；水果基地、蔬菜基地
全部实现节水滴灌；修建5个小游园，群
众有了休闲娱乐场所；全村的垃圾池全
部改造成封闭勾臂垃圾箱，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扩建了村民活动中心，老人和孩
子也有了好去处；开辟资江沿岸“花廊”；
设计制作了田江村地标，让外来游客眼
前一亮……搞建设需要钱，我知道这些
钱大多来自国家，但我也知道，孙如意为
村里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此外还有
他父亲的不少赞助。

田江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56 户 182 人早在 2017
年底就已全部脱贫。2019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 16000 多元。今年，虽然遭受疫
情一定影响，但人均纯收入仍可稳步增
加到18000元。我们村里老一辈的人都
感到惊奇：怎么我们奋斗了那么多年，没
有让村民过上富裕生活，而孙如意他们
短短数年，就让昔日菜园子变成“古城邵
阳最美后花园”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