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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S
H

E
H

U
I

Z
H

O
U

K
A

N
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商丘日报社会周刊”参与

“社会热点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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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巾帼力量 共建魅力商丘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商 丘 市 妇 联

联办

2015 年 10 月 22 日，本报《社会周
刊》曾在头条的位置，以《一份家庭小
报肩负起家风传承》为题，报道了一份
家庭小报《温馨家园》的故事。今天，
记者就带您走近这个办家庭小报的温馨
大家庭。

在这张拍摄于 2007年春节的全家福
中，蔡家三代人汇聚一堂，一张张笑脸
定格下这个大家庭的幸福瞬间。居中的
蔡中海和陆秀亭老夫妇是这个大家庭的
中心。他们是《温馨家园》小报的总顾
问，也是特约撰稿人之一，三个儿女则
负责小报总体的设计、编辑、制作。每
一个小家庭都是一个记者站，所有家庭
成员同时构成了记者群和读者群。小报
每期设计八个版面，有家人动态、岁月
如歌、家人风采、人在他乡、家有风
景、好文分享等栏目，在如今已经四世
同堂的大家庭内部传阅。在这里，大家
在一起切磋交流，谈认识，谈感想，谈
工作和生活的收获。一份小报，凝聚了
亲情，传承着家风。

“本分、节俭、进取、敬业、团结、
助人”，这是 2015年国庆节期间，蔡家
几代人聚首，经过认真梳理、总结出来
的他们为人做事秉承的原则。在接受采
访时，蔡中海的儿女们动情地告诉记
者：“父母是我们一生的老师，为我们做
出了优秀的榜样。”

蔡中海夫妇是虞城县商务局的离退
休干部。女儿蔡宏丽犹记得：“父亲常说
起，即使在文革期间那么复杂的情况
下，自己也从未让人说过一个‘不’
字。母亲更是宁可别人欠我们，也从不
欠别人的人情。”印象中，父母在岗位上

都是勤奋进取的人，每人都有一摞奖
状。离休后，蔡中海仍坚持笔耕不辍，
写了大量的稿件，发表作品 1000多篇，
多次被县里市里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
人。蔡中海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清贫的情况
下，他每到大城市出差总不忘记给家里
的孩子们买书。1979年恢复高考，他更
是到县城新华书店连夜排队，花了近两
个月的工资买下了全套高考教材。就是

用这份教材，他将三个孩子先后送进了
高等学府，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现
了自强自立。

现在，蔡中海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步
入中年，也各自通过奋斗收获了良好的
事业和美好的家庭。令两位老人欣慰和
自豪的是，良好的家风正在一代代往下
传承。老大蔡红伟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还积极以自己在艺术、宣传上的特
长，在单位发挥作用；老二蔡红杰以前

工作的单位曾开展了“远学焦裕禄，近
学蔡红杰”的专题教育活动；三女儿蔡
宏丽大学毕业后在虞城县高中教书，先
后获得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教育
教学专家、省名师、省骨干教师、省优
秀课题主持人等称号。

这个大家庭的第三代人如今分布在
天南海北。他们一个个考取了心仪的大
学，毕业之后，有的在美国华盛顿留学
读博士后，有的在上海、厦门、深圳等
地找到了适合个人发展的工作。

如今，在商丘的一个大家庭、三个
小家庭经常聚会，共享天伦。在《温馨
家园》小报上，经常能见到蔡中海老夫
妇到各地远游的照片，北京、南京、上
海、西安、襄阳、徐州等地都留下了两
位老人灿烂的笑容。

2016年春节，大家庭共聚一堂，喜气
洋洋。开席前，蔡中海深情地朗诵了他的
新作——《2016猴年新春感言》：“欢天喜
地辞旧岁，金猴送福迎新年。全家各位收
获多，涌现先进真不少。成绩面前不满
足，努力上进步步高。认真做好中国梦，
为党为国贡献好。国家富强民受益，小康
社会早来到。大家喝好喜庆酒，感谢党的
政策好！”

清正家风代代传
本报记者 司鹤欣

1999年梁文莲被调入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曾先后
担任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主任职务。自从事法律援助
工作以来，她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带领全市法律援助
人员构建法律援助网络，强化便民利民措施，提高办案
数量和办案质量，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和群
众美誉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件件让百姓
满意的事情。

强化责任担当 认真钻研业务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
广，内容较宽，要想做好这项工作，不但要有一定的法
律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锐性。
为此，梁文莲带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者，一方面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政治学习，一方面认真钻研业务，系统学
习新的《民事诉讼法》《刑法修正案九》《婚姻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不
断充实完善自己的法律业务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和办案能力。她严于律己、求真务实、廉洁自律，树立
了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加强法制宣传 提高法律意识

针对广大妇女法律知识匮乏、维权意识淡薄等一系

列现象，梁文莲带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者以强化妇女法
律意识为目标，积极开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宣传活动，在全市营造保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他们共为妇女发放法律援助便民联系卡
6000 余张，各类宣传彩页 1.1 万余份，解答法律咨询
1800余人次。同时，梁文莲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
作纳入法律援助工作的咨询、代书、诉讼代理中，动员
广大公证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
者、法律援助志愿者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参与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维护的法律援助代理调解。

开通“绿色通道” 奠定坚实基础

现实生活中，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受经济因素和所处地位等
条件的限制，他们普遍存在着打官司难的问题，问题得
不到妥善处理，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
素。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梁文莲大胆创新，在全市建立
了市、县、乡、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设立了 173个法
律援助受理点、22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服务窗口），组
织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451人，全心全意为全市妇女儿

童排忧解难。为使妇女儿童维权工作能够全面持久开
展，梁文莲与妇联联合在市、县两级妇联建立了妇女法
律援助工作站和妇女法律援助受理点，直接接待和受理
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案件。通过开通“12348”法律援助
咨询热线、建立法律援助咨询网站等多种渠道，她组织
100多名法律援助志愿者，为妇女儿童提供无偿服务。
这些机构的建立和人员的确定，为开展好妇女儿童法律
援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文莲带领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开通了妇女、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多条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凡是他们申请法律援助的，一律免审查经
济困难条件，直接予以受理。

由于法律援助工作成绩斐然，业绩显著，梁文莲先
后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河南省司
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干
警”、“商丘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诸多荣誉的背后是梁文莲辛勤的付出，她说，这是
一份份荣誉，更是一份份责任。17年来，她的心中始终装
着百姓，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用自己的一片真心为贫
困弱势群体提供着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情系法律援助 关爱妇女儿童
——记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梁文莲

本报记者 李娅飞 实习记者 魏 慧

晒晒我们的
结婚照
全家福

关键词：【“血荒”之困】

事件回放：春节以后，我国多个地区医院出现血
荒，全国 70多个大中城市 50多个供血不足。就在各
地缺血的背景下，一些“血贩子”却瞄准了法律的漏
洞，把血液当成商品出售。而“血贩子”的价格要比
医院高出四五倍，部分“血贩子”年收入上百万。

网友热议：
“血贩子”年收入百万，赚的尽是别人的“血

汗”，冤大头则是患者和卖血者。而“血贩子”的出
现则满足了患者所急，这说明，在依法严惩“血贩
子”的同时，更须尽快破除血荒。不除血荒，患者心
慌，“血贩子”不愁市场。中国不缺热血英雄，献血
本是公民责任，为何频现血荒？

——人民微评
从源头来看，破解血荒之困，一方面是通过机制

建设，在正式制度渠道内赢得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
同；另一方面则通过人性化的采血设置、志愿者团队
的培育，以及对社会公众人物的积极引导，让积极献
血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文化。

——高亚洲
无偿献血，利人利己。但也不可能只靠一腔热血

和爱心来维系，更需要对于献血者自身利益的切实保
障和持续激励，只有如此，无偿献血才会成为民众自
觉。 ——华商

关键词：【放生狐狸】

事件回放：近日，北京、黄山两地惊现大规模放
生狐狸事件。数百只人工养殖的狐狸咬死、咬伤村民
家禽，造成当地村民恐慌。因为放生地区并不具备狐
狸的生存条件，导致这些被放生的狐狸近半数已经死
亡。此事再次引发外界对“违规放生”、“放生还是放
死”等话题的讨论。

网友热议：
放生虽是善举，但不能随意。大部分的放生者没

有接受过专业的指导，不会在放生品种、放生地点和
放生数量上加以分析，只是觉得做善事会有善报，以
至于放生变成了杀生。这样的放生与善行的初衷不免
背道而驰。 ——戎宁

现在盲目放生的问题很严重，大家在放生的同
时并不考虑后果和带来的危害。放生外来物种，是对
本地物种的侵略，将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董义
爱心值得赞扬，但还是要具备一定知识，否则生

物入侵、死亡、物种变化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
会发生。 ——SsskyPier

关键词：【“下巴女孩”】

事件回放：安徽阜阳王雅静是 1992年出生的女
孩，先天性小儿脑瘫，脖颈以下严重瘫痪。2008
年，她尝试用下巴操作鼠标，8年间创作了大量的
诗歌、散文等。此外，她还演讲 40余场，鼓励更多
人坚强。

网友热议：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作

业多考试难？你还找什么借口埋怨工作累领导凶？收
起那些抱怨吧！让明天的你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

——怡红水木生
人美心更美，看看她的坚强，同为“90后”的

我很惭愧，常常抱怨没有这没有那，比起她来，我们
拥有的太多了。

——计玮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

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生活中会发生
什么，我们无法选择，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勇敢面
对。为这位女孩点赞！ ——时代锦绣

史会敏是民权县程庄镇楚庄村人，从学校毕业
后开始在网上开店，成为了一名淘宝卖家。2015
年年底，随着该县农村淘宝店的全面推广，她在本
村开了一家淘宝服务站，帮助老百姓在淘宝网上购
买种子、化肥、农机具、日用品等，极大地方便了
当地群众。现在，她每天的业务量都在二十单左
右，离店近的村民，自己上门取货，取货不便或离
店较远的顾客，她会送货上门。 马 玉 摄

农村淘宝服务农民

近日，民权县环保局组织“驴友”在民权县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丽家园”签名
活动。该县环保局还组织全体干部进行了沿黄河故道林海
湿地徒步穿越，沿途宣传保护环境、爱护家园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多地相继开展整治道
路交通秩序的执法行动。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项
重要内容，地方政府部门强力治理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值得肯定。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攀升，城市道路
交通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交通秩序管理变得非常重
要。但长期以来，一些原本就有的法律法规执行不
到位，导致路面上不安全因素被放大，使城市的道
路负荷更加紧张，也侵犯多数文明交通参与者的合
法权益。从这个角度看，让交通法规“硬”起来十
分必要。

应该看到，作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
面，刚性、公开、理性的规则系统，已越来越成为
公共生活秩序的保证。毋庸讳言，现代规则意识的
培育、素质的养成，目前在我国仍有不足，人们的
规则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对此次整治道路交通秩序的执法行动，新华网
等网站上有不少网民发帖支持，说明这是当前群众
关注度较高的一个问题。有的网民还提出了“切忌
沦为‘一阵风’式的活动”等具体的建议。应顺应
群众关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改善交通环境的
成效延续下去。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对路面上的违法违规
行为，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法
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塑造法规威信要靠真抓
严管。各地交管部门应持续加强执法监督，使法规
真正成为硬约束，为道路安全保驾护航。

让交通法规“硬”起来
□ 姚友明

社会评论社会评论

在这张拍摄于2007年春节的全家福中，蔡家三代人汇聚一堂，一张张笑脸定
格下这个大家族的幸福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