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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为此，他通过对协管员们进
行培训，使他们全面掌握了交通法规和
交通手势，通过军事化训练，提高了
综合素质。在上路执勤之前，以实景
实战为背景，连文博让协管员们每个
人都实地操作，处理路面交通执法情
况，包括遇到交通事故、拥堵情况，
人人上场，一个一个由连文博亲自把
关，直到每个人考核合格才上岗。他
带领着44位同龄的协管员在短时间内
完成培训、实训任务，并顺利上岗，
担当交通协管任务。

这批协管员上岗后，在交通管制
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早出晚
归，主动放弃休假。交通阻塞时，他
们及时疏导；交通事故现场，他们先
期到达，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事故现场
的完整性；解答群众疑问，他们有板
有眼；化解矛盾，他们各有法宝。这
是一群让市民眼前一亮的人，是一群
让领导满意放心的人。在连文博的带
领下，他们为市区交通安全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他用保证畅通传递一片爱
心

遇到大雪或大雨的路况，是连文

博和战友们工作最艰苦的时候，车辆
刮碰时有发生，纠纷猛增，为了避免
事故的发生，连文博总是奔忙在大雨
中、雪地上，这个身影也留在了白城
百姓的心中。连文博对交通警察这一
职业的诠释是：“交通警察为人民服
务的真正内涵是保证畅通。”

连文博所在的三中队承担着市区
最繁华路段的交通秩序维护任务。无
论是八女百货大楼路段，还是工商大厦
路段、站前广场，都是市区人流、车流最
密集的地方，而白城宾馆因其是政府宾
馆的特殊性，又成为三中队的工作重
点。尤其是重大会议期间，必须及时疏
导参会车辆与正常行驶车辆，避免堵车
和发生交通意外。对于上下班高峰期
的交通疏导，从警13年的连文博练就
了自己的一套“本事”，那就是“腿勤、嘴
勤、眼勤”，指挥动作要到位、语言要到
位，态度上平易近人，遇到性子急或不
听指挥的驾驶员，总是主动上前说明，
以便最快时间解决问题。

每当有刚入职的年轻交警受到了
群众不公平对待，向连文博诉苦时，连
文博总是把自己曾经在执法时被违章
的女同志挠伤脸的事讲给他们听……
对交警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绝大多

数百姓是理解、爱护人民警察的。百
姓肯定的目光，坚定了连文博在交通
执法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心，也用爱回
报百姓。

针对市民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连
文博总是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执勤路
段，13年风雨不误。“爸爸能送我去
上学、能和我们一同吃晚饭”成了连
文博儿子的一个奢望。有人问他，牺
牲那么多个人时间，亏不亏？连文博
说：“交警的职业就是这样，无法放
在天平上去衡量。”有人说“在路上，
有困难找交警。”如何真正把为人民服
务、构建真正和谐的警民关系贯穿在
实际工作中，而不是口号里，连文博
没少下功夫。

连文博被称为“三带交警”：即药
品、针线、记录本随身带。其实，翻
翻连文博的“百宝箱”，为民服务的备
品还真不少，这些东西虽然数量少但
种类多，有的真正起到了“救命”的
作用，一颗速效救心丸，就曾经为一
位在半路心脏病发作的女同志，赢得
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百姓满意了、出行畅通了，在建
设“平安白城”的道路上，连文博和
他的战友们始终脚步坚定！

“我是一个‘渐冻人’，唯一的心愿是想在生命最后
之际，将我的教育理论奉献给社会。”这是我市“渐冻人”
刘德江，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告诉记者他最大的心愿。
本报曾在2014年11月15日刊登了刘德江的事迹：曾在
广东珠江任教10年的他，长期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和
推广，身患“渐冻人症”5年仍然心系教育，希望能在生
命的最后时光，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理念出版成书。日
前，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用手机“写”就的教育理论书籍
《教子有方》正式出版。

刘德江今年49岁，现居住在洮北区北市小区。2010
年，他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俗称“渐冻人症”，6年
来，虽经多方治疗，病情仍在迅速恶化，痛苦日益严重，
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案。

10月13日，记者再次来到刘德江的家中见到了他。
现在的刘德江手指已经完全不能动弹，24小时离不开
呼吸机和制氧机，四肢功能和吞咽功能已经完全丧失，
全身上下只有眼睛可以正常眨动。“他的意识一直都是
清楚的，咱们说什么话他都明白，但是他讲不出话，只能
通过眼动仪跟咱们沟通。”照顾刘德江的护工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刘德江毕业于白城一中，并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曾执教于白城第一
职业高中，后移居广东继续从事教师工作。在刘德江10
年的教学实践当中，他常常遇到许多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不得不面对的疑难。作为一名教师和一名父亲，
刘德江深感责任重大，开始关注并钻研家庭教
育。机缘巧合，2008年，刘德江工作所在的广东
珠江南海里水社区有意以社区为载体开展家庭
教育学习，在社区牵头下，刘德江创办了家庭教
育培训班、家庭教育研究会，得到了当地很多家
长的认可。旁人大概难以看出，那时的刘德江已经患上
了“渐冻人症”。当时，症状尚未蔓延至全身的他，还能与
家长们互相交流，并对家长们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2013年年底，刘德江开始在博客中记录自身的教
学经验、家长反映的问题以及部分讲座内容。但随着病
情的加重，如今刘德江仅剩眼睛可以眨动。即使这样，他
仍然惦记着教育事业，一直盼望着把自己多年来从事教
育的经验出版成书，与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分享。

了解到刘德江的心愿后，他的2004届学生为他发
起了“无须冰桶，只需行动”的募捐活动，307位学生热
情参与，协助他书籍的出版工作。此外，当年参加家庭教
育培训班的社区居民也为他筹集出版经费。记者电话联
系上了广东珠江南海里水社区党委书记黄洁清，他告诉
记者，刘德江老师曾在里水社区和当地的金溪社区致力
推进家庭教育，服务了很多居民，也得到很多家长的认
可和感谢。“刘老师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多年的教育成果
能够服务社会，我们有义务帮助他。”黄洁清说，他们曾

倡议热心街坊和当地慈善机构为刘老师献出爱心，合力
帮助他达成出书的夙愿。

现在，刘德江的病情日渐严重，而长期的医疗护理
和两次的胃造瘘手术等，也使他80岁高龄的老母亲承
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圆刘德江老师“济世利人、书
留后世”的心愿，使他能看到自己的教育理论得到推广
和社会认可，同时也为了缓解这个家庭沉重的经济压
力，白城的爱心志愿者们在刘德江的书《教子有方》出版
后，发起了一场“爱心认购”活动，每本书售价50元，希
望社会各界人士认购此书，并积极参与推广和宣传。

记者翻阅此书了解到，该书从认识家庭教育、如何
改善孩子的行为入手，通过分析实例让家长了解教育方
法。相信这本凝聚刘德江半生心血的精华之作，一定会
让您得到一份无价的、沉甸甸的收获！在此，记者呼吁读
者朋友积极参与“爱
心认购”活动，请与本
报记者联系，电话：
15543466111。

为保证全乡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年
初开始，通榆县包拉温都蒙
古族乡纪委根据本乡实际，
特制定三项措施。

——抓教育。年初，乡
纪委专门为全乡党员干部
制定了《严禁党员干部利用
各种形式设敛财宴的五不
准》，并把这项工作作为全
乡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内
容。组织全乡党员干部学
习《八项规定》和《廉政准
则》，加大对全乡党员干部
的廉政思想教育，防止了因
认识不到位而产生错误，筑
牢了思想防线。

——强监管。对可能
发生的苗头性问题，做好预
防，采取一级管一级，做好
排查。组织全乡党员干部
在会议上公开承诺，并写出
《承诺书》上墙公布，接受监
督。同时，采取信访、举报、
暗访和设监督电话等形式
强化监督工作。

——严惩处。乡纪委
要求全乡党员干部在廉政
方面做到不踩“红线”，不越

“雷池”，对出现的事件发
现一起，查一起，处理一
起，决不姑息。对顶风违
纪的党员干部采取批评教
育、检查、诫勉谈话和党纪
处分等办法。

截至目前，全乡党员干
部在控制各种敛财宴上实

现零报告和零违纪，使全乡党员干部把主要
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用在为群众服务上。全
乡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已蔚然成风，各族群众
为此拍手叫好。

（郭燕楠 本报记者薄秀芳）

为提高法律援助规范化
管理水平，提升法律援助社
会公信力，年初以来，洮北
区司法局通过采取三项举
措，强化法律援助业务流程
规范化管理。

——案件登记规范化。
对群众具体咨询的内容和解
答的情况及时登记；对援助
的案件，认真填写《受理民
事案件登记簿》，对于符合
援助条件的案件，认真填写
法律援助来访、电话、信

函、网络咨询登记表，并留
档备案。

——办案程序规范化。
严格依照《法律援助条例》
的规定，对符合援助条件的
当事人予以援助，并由法律
援助审批人员对案件进行审
批，认真填写《法律援助审

批表》，并留档备案。办理
案件实行“点援制”与“指
派制”相结合，指派援助案
件时，充分考虑援助律师的
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已办
案数量以及以往案件办理情
况，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合
理分配。

——结案归档规范化。
依据省厅案件文书格式、归
档顺序要求对已办结的法律
援助案件归档卷宗进行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
承办人员，并监督其改正。

（冯哲 本报记者汪伦
王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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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北区司法局强化法律援助规范化管理

“渐冻人”刘德江：
用手机“写”就《教子有方》出版

本报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认购
□本报记者 李家慧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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