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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白全忠 李芳

“ 我 是 来 自 农 村 的 人 大 代
表。这辈子，我一定要把村子建
设好、发展好，让乡亲们过上更
有尊严的生活。”杨来法是全国
人大代表，也是河南省栾川县拨
云岭村党支部书记。从部队复
员 回 到 拨 云 岭 村 ，他 最 大 的 心
愿，就是带领村民过上红红火火
的好日子。

要想富 先修路

1980 年，杨来法从部队复员
回到拨云岭村，先后担任村委会
委员、支部委员等村内职务。从
1999 年至今，杨来法一直担任拨
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子的发
展出路在哪？这是他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没有公路，如何有出路？面
对被群山阻隔、生活困顿的乡亲
们，杨来法决心带领村民们修桥
拓路、建设乡村，让村民们过上
美好富足的生活。

拨云岭是个石头山，开山修
路对于村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
夜谭。在村民们怀疑的目光中，
杨 来 法 独 自 背 着 干 粮 ，扛 着 锤
子 、铁 锹 在 山 路 上 埋 头 干 了 起
来，一天、两天……手磨出了血

泡 ，脚 被 石 头 砸 伤 。 看 到 这 劲
头，村民默默地背着工具走出家
门，跟着他干了起来。

2001 年，经过无数个日夜的
艰辛付出，杨来法带领村民们修
通了一条 3.5 米宽、3 公里长的盘
山道路，拨云岭村终于结束了没
有路的日子。2002 年，杨来法又
争取到交通扶贫资金，带领村民
合力将道路拓宽到 4.5 米并全部
硬化。2006 年，横跨伊河的拨云
岭大桥也建成通车。

路通了，拨云岭村的经济也
随之发展起来。2010 年，正当村
子的发展状况一切向好时，一场
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拨云岭村
受灾严重。路没了、房毁了，全村
人多年的辛劳毁于一旦，杨来法
和村民站在废墟前，泪花滚滚。

天灾无法避免，但是有人就
还有希望。杨来法召集村干部
说 ：“ 不 许 哭 ，咱 们 能 建 起 来 一
次，就能建第二次，路都能修通
了，还有什么我们干不成的。”在
杨来法和当地村民的共同努力
下，拨云岭村快速完成了灾后重
建，接下来杨来法又开始为了群
众增收四处奔波。

拓产业 打基础

拨 云 岭 村 有 耕 地 1000 多
亩，全是贫瘠的小块山地，由

于 海 拔 高 、 坡 度 陡 、 土 层 薄 ，
村民过去种庄稼一年顾不上半
年 吃 。 为 改 变 传 统 种 植 结 构 ，
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杨来法带
领村干部们经多方考察，决定
发动群众种植薄皮核桃，并成
立了同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2 年，杨来法带领村里 9
名党员率先在自家耕地开辟“党
员带动示范田”，试种成功后在
全村进行推广，采取“合作社+农
户+科技支撑”的发展模式，在原
来的土地上种植大片核桃树，核
桃树下种植油用牡丹。为了解
决核桃树的灌溉问题，杨来法带
领村民找遍了周边的所有水源
地，修建水坝，并在每家都修了
水窖，水利设施日渐完善。新的
种植模式推广后，村民经济收入
大 幅 提 高 ，每 亩 土 地 收 入 突 破
5000 元大关。

2015 年 ， 喜 讯 接 连 降 临 ：
拨云岭村的同富种植专业合作
社被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评定
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同
年 ， 合 作 社 产 出 青 皮 核 桃 30
吨，收入 12 万元；林下间作药
用牡丹成活率达 100%，出售牡
丹 籽 300 斤 ， 牡 丹 每 亩 收 入 达
4000 元；拨云岭小杂果采摘园
开放营业，村内伊河漂流项目
建成迎客……村民的钱袋子迅
速鼓了起来，年人均收入达到

1.35 万元，拨云岭村终于摘掉
了 贫 困 的 帽 子 。 2021 年 2 月 ，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杨来法作为“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兴旅游 促振兴

农民收入增加了，杨来法又
把目光投向农村旅游开发。他带
领党员干部动手整洁院落、绿化
道路、栽植花卉、培育果树……努
力付出便会收获累累硕果，拨云
岭村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传统村
落名录，并先后获得“洛阳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全国科普示范
基地”等荣誉称号。

从第一家农家乐开张，到
引进旅游集团投资，如今，拨
云岭村规模较大、环境较好的
民宿已有 30 家，乡村旅游产业
得 到 蓬 勃 发 展 。 2021 年 6 月 1
日，村里建设的四合院作为栾
川县委党校的基层分校正式开
放 ， 成 为 特 色 红 色 培 训 基 地 ；
之后，村里又将老村部等旧址
改造成精品酒店，酒店在为旅
客提供住宿服务的同时，也解
决 了 部 分 当 地 村 民 的 就 业 问
题。在杨来法和班子成员的共
同努力下，拨云岭村群众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2021 年，随着乡村振兴号
角 的 吹 响 ， 老 杨 又 有 了 新 目
标。“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我们目前产业链不够
长，农产品不够精，任务还非
常艰巨。今年村里要再建 3 家上
规模、有档次的民宿，同时以
村‘两委’换届为契机，让我
们的新干部更有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把人才留住，吸引更多
人才来到拨云岭。”

为 了 更 好 履 行 代 表 职 责 ，
杨 来 法 经 常 深 入 到 群 众 中 去 ，
听 取 收 集 群 众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履职十年来，他走遍了栾川县
214 个行政村，提交了 167 份代
表 建 议 ， 内 容 涉 及 环 境 保 护 、
乡村治理、退耕还林、河道治
理 、 公 益 诉 讼 等 多 方 面 内 容 ，
他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杨来

法带来 《关于设立村级便民服
务 站 ， 推 行 一 站 式 服 务 的 建
议》，他希望政府能在农村建立
一站式服务站点，为农民提供
法律咨询、互联网信息等方面
的服务和支持，让农民过上更
有尊严的生活。

听民意 化矛盾

杨来法认为，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群众仅仅在物质上富起来
还不够，精神上也要富起来，要
以法治建设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美好蓝图。

2018 年 7 月，栾川县检察院
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
时，就如何进一步下沉检力贴近
基层、贴近群众，向与会代表、委
员征求意见。代表、委员对检察
工作主动贴近群众的理念非常
赞同，杨来法更是直接提出“先
在我们村建一个试试”的要求。
同年 8 月，“杨来法”式涉农检察
联络站在拨云岭村建立了第一
个试点。

拨云岭村联络站建立后，杨
来法充分倾听社情民意，向群众
宣传检察工作，配合检察机关解
决群众诉求、化解纠纷矛盾，联
络站在服务“三农”工作、推动法
治 乡 村 建 设 中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栾川县检察院及时总结经
验，2019 年初，该做法作为河南
省检察机关重大创新品牌项目
进行立项申报，同年，河南省检
察院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涉 农 检 察 工 作 的 意 见》。 2020
年，河南省检察院在全省推广涉
农检察联络员制度。

“检察机关创新建立涉农检
察联络员制度，让农民群众不
出村就可以反映法律诉求，既
畅通了农民的诉求渠道，又能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我希望检
察机关继续依法能动履职，聚
焦 人 民 群 众 的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
为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杨
来法深有感触地说。

杨来法：带着村民过上红火日子

杨来法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
村党支部书记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江练琴 史策

1997 年 ， 刚 刚 大 学 毕 业 的 她 ， 背 着 行 囊 离 开 家 乡 神 农 架 ，
带 着 青 春 的 无 限 激 情 来 到 湖 北 省 麻 城 市 ， 成 为 一 名 中 职 教 师 。
25 年过去，从学生口中的“海娜姐姐”“海娜阿姨”到“海娜妈
妈”，她全心耕耘，将最美的年华献给了职业教育，将 700 余名
学 生 送 入 大 学 。 她 总 是 说 ， 愿 做 执 灯 者 ， 为 学 生 照 亮 前 行 的
路。她就是湖北省人大代表、麻城市职教集团教务处主任海娜。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海娜深深记
住了这句话，“只有爱孩子的人，才可以教育好孩子。”她说。

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海娜通过校招来到麻城市师范学校
任教。2013 年，麻城市师范学校和麻城理工学校两校合并为麻城
市职教集团，职教集团里的学生大多是精准扶贫户和留守儿童，
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给每个孩子同等的爱，是海娜任教多年
坚守的信条。

海娜刚担任班主任那年，来自河南的学生小丽在开学第一天
弄丢了 1000 元钱，这是她整个学期的生活费，而且是小丽的父母
东拼西借才凑出来的。发现钱丢了，小丽一直在哭，不敢告诉家
里真实情况。住在学校宿舍的海娜知晓后，每天带着小丽到宿舍
吃饭，解决了小丽的生活难题。“我吃什么就带着她吃什么，当时
同事们都笑我带着个小跟班儿。”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小丽如今已
经是武汉某企业的一名员工，仍然和海娜保持着密切联系。

海娜告诉记者，很多人对职业学院有偏见，认为中等职业学
院的教育质量比不上普通高中，还有人认为，都是一些学习不好
的孩子才上职业学院。“每个学生的个性不同，有些孩子适合接受
普高教育，有些孩子适合接受职业教育，关键看老师怎么引导。”
海娜认为，只要精心浇灌，每名学生都是一朵会盛开的鲜花。

学生小蔡曾因家庭贫困有过放弃技能型高考的念头。海娜不
忍心小蔡就此耽误学业，于是经常找她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帮她
分析形势，消除思想顾虑，并带着小蔡外出参加专业考试。那段
日子里，她陪着小蔡辗转几个城市，一起住简陋的旅社，一起搭
伙吃饭，一起挤公交……在海娜的帮助下，小蔡圆了大学梦，毕
业后成为一名公务员。逢年过节，海娜都会收到小蔡寄来的贺卡。

“和小蔡一样，许多中职生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我感到自己
的付出非常值得。作为老师，我只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至于未来会怎样，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
奋斗！”海娜笑着说。

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以来，海娜一直十分关注对未成年人的
法治教育工作。她表示，麻城地处大别山区，农村留守儿童多，
因父母监护缺失、隔代监护不到位导致的家庭监护能力不足、法
治观念相对落后等问题突出，是很多农村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
和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麻城市检察院在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中，更加关注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切实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值得肯定。

近年来，海娜经常受邀参加麻城市检察院举办的检察开放
日、法治进校园等活动。作为检察院的“常客”，谈到该院的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她如数家珍：“该院建立‘一站式保护工作
站’，推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办理，避免了对未成年被
害人的二次伤害；牵头成立黄冈首个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站，让法治教育亲子课堂进社区、进乡村，共同呵护孩子成
长；持续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督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
建议’，推进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等落地落实。这些工作推动实现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发
展。”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关系到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和睦、
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我将继续关注、全力支持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出贡献。”看着校园里孩子们嬉戏
的身影，海娜表示。

海娜说，她很喜欢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她坚
信，在职业教育这条战线上，只要真心付出，便不会有遗憾。

湖北省人大代表海娜：

执灯者

杨来法（右二）带领村干部察看
拨云岭村民宿集群项目进展情况。

杨红梅摄

杨来法（左二）向群众宣传讲解乡村振兴政策。 常仁松摄
湖北省人大代表海娜（左）与麻城市检察院检察官交流对检察

工作的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