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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公平政策如同太
阳，广布温泽，那希望工程事业则
如同烛火，照亮每一处细碎的阴
霾。”得知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成立 30 周年，兰朝红难掩激动
情绪，写下这句话。

作为第一批受资助者，兰朝红
曾奋力走出大山，毕业后受希望工
程感召，又毅然回到乡村，现任城
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心小学副
校长。前不久，兰朝红讲述了她从
寻觅希望到播种希望的故事。

绝境中，她是倔强的追光者

“因何与希望工程结缘？”面对
提问，兰朝红的思绪飘到让她铭心
刻骨的苦难童年。

兰朝红出生在城步一个偏远
山村。7岁那年，父亲离家出走，留
下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
兰朝红不得已辍学。

“只有读书，走出大山，才能改
变命运。”放牛、砍柴、做家务，在日
复一日的劳作中，兰朝红的眼睛仍
然迸发着光亮，那是对知识的强烈
渴望。

重新背上书包时，兰朝红已经
12 岁了，按年龄插班读小学五年
级。此后，这个离开学校整整 5 年
的插班生，在求学路上一路披荆斩
棘：班级第一、年级第一、全校第
一，最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捧着录取通知书，兰朝红欣喜
若狂。然而，家庭无力负担学费，怎
么办？村支书兰支国带着她走遍了
全村的家家户户，靠着挨家挨户

“化缘”，终于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
和生活费。

就在兰朝红以为一切朝着美
好方向发展时，变故陡生——大
三那年，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
兰朝红哭得昏天暗地，硬撑着料
理完母亲后事。

“看样子，书是读不下去了。”

18岁的兰朝红，似乎再一次走进了
黑黢黢的绝境里。

“听说共青团搞了个希望工
程，你要不去试试？”同学的一句
建议，仿佛裂缝中突然照进的一
丝微光。

“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拼
尽全力。”回忆这段往事，兰朝红的
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她一早便从学
校出发，拿着地图，边走边问。从清
晨走到午后，连中饭也没顾上吃，
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走到了团省
委机关。

命运的善意，终于眷顾了这个
执着的姑娘。兰朝红随机敲开一扇
门，走出一位亲切的姐姐，叫刘凤
娟。听完兰朝红的来意后，刘凤娟
领着兰朝红走进希望工程办公室，
帮深陷求学困境的兰朝红争取到
了生活困难助学金。

刘凤娟认了兰朝红为妹妹，常
常主动去湖南一师，关心兰朝红的
生活与学习情况，周末经常带兰朝
红回家，做上一桌好菜，给她补充营
养。30年过去，她们不是亲姐妹，胜
似亲姐妹。

兰朝红说，18岁那年，她失去
了一个家，但希望工程又给了她一
个家。

返乡后，她是温暖的发光者

1995年，兰朝红从湖南一师毕
业，被分配到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
农场小学任教。

让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兰
朝红又回到了农村。

“做出这个选择，还是跟希望
工程有关。”兰朝红回忆，有一天，
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希望工程
的宣传照。看着照片中苏明娟那双
大眼睛，她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
己，又仿佛看到无数的农村孩子，

“他们在呼唤我回家”。
即使当时农村学校处境困窘，

有的连工资都发不出，兰朝红还是

毅然决定回到农村。她提出一个要
求：“我要去的学校，越偏远越好。”

1997 年，兰朝红只身奔赴离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 20 多公里的
清溪小学，从语文教研组长、教导
主任到副校长，一干就是 25 年。
她不仅成为了全县教学改革的领
头雁，还尽己所能实施素质教育，
教孩子们识谱、跳舞、画画、写毛
笔字。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每年开
学，兰朝红跋山涉水、走家入户地
劝学，学生家里实在没钱，她就拿
出微薄的工资垫交，在那个农村孩
子辍学十分常见的年代，硬是做到
了学校整整10年无一人辍学。

2008年，兰朝红被评为湖南省
第二届“喜来登”农村优秀教师，获
奖金4万元。她将2万元捐给了“希
望工程”，其余的钱用于学校建设
和给孩子们买书包文具。

“让希望的光温暖更多的孩
子。”在兰朝红的争取下，爱心单位
为清溪小学建起了崭新的教学大
楼、电脑室、多媒体教室。“爱心音
乐教室”“快乐体育场”“新年新衣”
等公益项目不断落地。

前不久，有两个从清溪小学考
上镇上中学的女学生，趁着假期来
看望兰朝红，还带了一大包东西。

兰朝红以为是礼物，刚想拒
绝。女学生抢先说：“兰老师，我们
知道您不会收礼物，所以用零花钱
买了奖品，用来奖励弟弟妹妹们。”
临走时，一个女生认真地说：“兰老
师，我也想成为您这样的人。”

从这个十几岁姑娘的眼睛里，
兰朝红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原
来，希望的火炬已经悄然传递。

那一刻，兰朝红觉得，一切的
付出，很值。

绝境中，她是倔强的追光者；返乡后，她是温暖的发光者

兰朝红：从寻觅希望到播种希望
邵阳日报通讯员 梁可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刘子群） 1月13日，绥宁县关峡工业园
震宇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景象，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忙着赶制鞋
面。该公司长期稳定生产经营，在一定
程度上得益于绥宁农商银行的金融贷
款支持。

据绥宁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加大对重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关
峡支行开启绿色审批通道，短短数日便
发放了公司申请的40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震宇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有了
这笔贷款，公司就能多储备一些原材料，

缓解生产上的资金压力。”
绥宁农商银行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政

策，联合县工业园管委会、县城市建设投
资公司，累计向“绿洲惠康”“银山竹业”
等4家工业园区企业发放纾困贷款4000
余万元。同时，通过展期、降低利率等方
式大幅减费让利，2022年小微企业贷款
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累计
减费让利 320.6 万元，惠及“丰源体育”

“天成造纸”等小微企业10余家。该行还
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保障功能，通过采取
调整信贷方式，帮助辖区中小微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助力企业生产。

绥宁农商银行

解决资金难题 助力企业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张飞翼） 1月12日上午，新宁农商银行
召开2023年一季度“开门红”工作会议，
吹响了岁末年初金融营销攻坚行动冲
锋号。

会议宣读了《新宁农商银行2023年
一季度“开门红”工作方案》，对目前发现
的问题和短板进行剖析，并提出工作思
路，要求“开门红”工作围绕“三优、三升、
四突破”来抓：即存款结构优化、信贷资
产质量优化、财务收入水平优良；提升市
场竞争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数
字化运用能力；在增户扩面上再突破、在

增收增效上再突破、在银政合作上再突
破、在创新服务上再突破。

为了在新的一年起好步、开好局，
更好地将“开门红”工作落到实处，会
议对全行职工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切
实提升思想认识，坚定完成任务的信
心与决心；二是认真学习领会，吃透文
件精神；三是压实工作责任，制定切实
可行的工作方案；四是进一步强化工
作举措，确保“开门红”工作各项要求
落地见效。

会上，31名网点负责人向新宁农商
银行党委递交了责任状。

新宁农商银行

吹响金融营销攻坚行动冲锋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肖念涛） 近日，记者从
市就业服务中心获悉，在 2022 年
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总决赛中，我市参赛的《金银花高
值化利用与产业化项目》荣获第五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乡村
振兴专项赛三等奖。

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赛邵阳市选拔赛自去年 3 月份
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广大创业者积极参与，共有124
个项目报名参赛，涉及服务业、制
造业、乡村振兴等多个行业和领
域。为使参赛选手取得好成绩，我
市人社部门针对不同项目的特点

和优势，多次开展培训，并邀请行
业专家对项目进行一对一辅导，包
含项目未来规划、路演技巧等，提
升了选手竞赛水平。

《金银花高值化利用与产业
化项目》负责人张勇权介绍说：

“我们的项目经过多年积累沉淀，
不断提质升级，提升了金银花的
利用率和附加值，带动了隆回当
地金银花种植农户的收入增加，
我们对公司未来发展更加清晰、
更加明确。”

近年来，市人社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围
绕中心，扎实有效推进创业创新
工作，大众创业创新热情日益高

涨，创办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不断
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创业领域不
断扩展。在前四届“中国创翼”创
业创新大赛中，我市创业团队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社会效
应，带动了一大批劳动者就地就
近就业。

市就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我市还将以第五届

“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为契机，
积极搭建创业者交流、孵化培育、
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平台，提供项
目、资金、场所、培训等支持。同时，
加强赛后跟踪服务，落实好创业担
保贷款等创业政策，为创业者提供
全方位的帮扶服务。

大 众 创 业 创 新 热 情 高 涨

近日，经过 11 次上门走访，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终于成功化解一起物业
和业主矛盾，曾经闹得“鸡飞狗跳”的一
处商住小区，重归宁静温馨。

“精研案子，厘清案件是非曲直；扑
下身子，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多想法子，
多措并举 定分止争。”该庭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发挥
主观能动性，辩证对待客观真实与法律
真实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中的对立统
一关系，巧用“三子”，追求案结事了，化
解了一系列疑难复杂案件，实现了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精研案子，厘清案件是非曲直

开展调解工作的前提是，对案情了
然于心以及对法律适用信手拈来，法官
心里有杆秤，才能更好地组织当事人开
展调解工作。民一庭法官和法官助理把
做好详细的阅卷笔录作为第一要务，尤
其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婚姻
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以及存在执行难风险的案件，干警
们都会精研案子，确定焦点，厘清是非，
寻求对策，为后续调解寻找突破口。

在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件中，周某、尹
某的女儿在某医院实习时轻生，周某、尹
某起诉医院要求赔偿。该案双方矛盾尖
锐，系市委政法委督办案件。分管院领
导、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廖高飞深入了
解情况，仔细查阅案卷，准确把握是否存
在过错的案件焦点，多次组织调解，分头
做当事人思想工作，在当事人丧女之痛
的人伦情感与法律条文的严肃刻板之间
达成兼顾与均衡，最终解开思想症结，成
功调解结案。

扑下身子，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调解工作必须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为此，深入基层一线、田间地头是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干警的工作常态。

“民一庭的每位干警都有一套特殊
行头，即高筒雨靴、强光电筒和草帽、毛
巾、挎包、棍子。”廖高飞介绍。

民一庭干警始终坚持“给法律更多温
度”的理念，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一起
排除妨害纠纷中，当事人某锰业公司、某
建筑公司、某镇政府以及某村委会四方矛

盾交织，案件涉及营商环境、生态保护、社
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为避免顾此失彼、
一判了之可能产生的诸多后遗症，该庭副
庭长刘子腾带领法官助理刘毓娴来到村
委会，召集企业、政府以及群众代表耐心
组织调解，陈述利害，辨法析理，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妥善化解纠纷。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陇东分庭有位名叫马锡五的庭长，
每次办案，他都深入现场，全面调查了解
情况，从未办过一起冤假错案，他的工作
方法被人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我认
为，市中院民一庭坚持和善于扑下身子
办案的作风，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
继承和发展。”省人大代表、湖南邵长律
师事务所主任吴爱民表示。

多想法子，多措并举定分止争

除了深研案情以及对调解技巧的把
握，民一庭还善于整合资源，不断创新调
解方式。有时候矛盾化解并非单凭法院
一家之力就可以迅速实现最佳效果，在
调解矛盾纠纷时，需特别注重协调各种
基层组织与相关单位的参与。

阳某与覃某离婚一案，双方矛盾十
分尖锐。庭长廖莎菲拿到案卷后，积极与
当地村委会沟通，了解双方矛盾症结所
在，并在开庭当天特意邀请村干部共同
调解，最终在法院与村委会的共同努力
下，促成当事人达成离婚调解协议。

法官助理杨碧波在审理一件婚约财
产纠纷时，经电话联系，双方谈妥了调解
方案，即将进行下一步签署调解协议时，
却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法进行。为
让当事人尽快拿到案涉款项，杨碧波通
过“云上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上签
订调解协议，纠纷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据悉，2022年以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共调撤结案 300 余件，调撤率达
26%，其中包括多件历经多次诉讼的“硬
骨头”案件。“三子”调解技巧的灵活运
用，有效提高了审判效率，提升了群众满
意度，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调解机
制，创新调解方法，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
理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司法保障民生
职能，竭力服务社会稳定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更高水平守护好人民的心。”廖莎
菲说。

精研案子 扑下身子 多想法子
——市中院民一庭巧借“三子”守护民心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陈凌云 田湘金

春节临近，新宁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

“志愿服务送关爱 文明

实践树新风”慰问活动，为

贫困家庭送去慰问品及

新春祝福。图为1月15日，

志愿者在该县锦绣社区

蒋奶奶家贴对联、送温暖。

邵阳日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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