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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之窗

崇阳县司法局协办

“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近年来，崇阳县坚持全面依法治
县为统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政
府法制建设、法律服务工作，扎实推进
法治崇阳建设工作，为促进全县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
环境。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政治站位更有高度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工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主任的县
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及成员单位，
今年4月4日，召开了县委全面依法治
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县
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工作规则、协
调小组工作规则、办公室工作细则；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法治崇阳建
设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县委常委会和县政府常务会多
次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及时研究
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县分
管领导亲力亲为，积极抓好协调、检
查和督办，确保了法治崇阳工作落到

实处。

增强法治理念，创新宣传方式，全
民普法更有力度

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制度。健全完
善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制度、
领导干部（公务员）学法制度、企事业
单位学法制度、干部培训（轮训）学法
制度、法律顾问制度等，推进无纸化网
络普法考试工作，“谁主管谁普法、谁
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全面铺开。

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完成全县
“七五”普法中期督查任务，被评为全
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县。落实《关
于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的意见》要求。认真落实文件精神，
完成普法责任清单填写及报送工作，
明确“普什么、对谁普、怎么普、何时
普、谁去普”等实际问题；开展了“十
大”宣传活动，推动宪法、监察法、平安
创建、扫黑扫除恶、精准扶贫、党纪党
规、青少年等宣传教育活动；法治文化
阵地特色更加鲜明，法治文化旅游线
路、法治崇阳微信公众号、法治崇阳网

站已正常运行；一年一度的“12.4”宪
法法制宣传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和一年一度的全省学法用法无纸化考
试工作按时开展；做好全省“四个
100”法治建设示范点创建活动，申报
了大集社区、桃溪中学2个示范点；做
好第三批“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
申报创建工作，申报了县纪委监委廉
文化园、县检察院法治文化机关、县司
法局法治文化机关、青山镇大坪法治
文化村、金塘镇畈上法治文化村等 5
个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

打造法治文化旅游路线。以“乖
崖亭”为起点，路线覆盖公园、广场、机
关、企业、学校、行政村、社区32处，成
为市民休憩游玩、学习法律知识、感受
法治文化氛围的良好场所，营造了和
谐安定的法治文化环境。探索出一条
面向社会普及法律知识、旅游休闲感
受法治氛围、民众抬头见“法”的新途
径。

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后召开局党组会、干部职工动员大会、
普法工作座谈会、律师刑辩研讨会、司

法所所长工作推进会，周密部署全县
司法行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确保这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德政工程真
正落到实处；组织大蓬车开展扫黑除
恶宣传周活动，深入社区、行政村，人
口较集中的地方，发动群众参与扫黑
除恶斗争；组织普法讲师团宣讲扫黑
除恶相关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
对扫黑除恶工作的认识；利用“互联
网+法治宣传”优势，及时更新“法治
崇阳网站”相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信息，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渗透力；
局所联动上街设点宣传，印发扫黑除
恶宣传册 2万本，宣传单 3万份，城乡
共设宣传咨询点15个，为群众解答咨
询 1000 余人次，共发放宣传资料
23000余份，张贴宣传画10000余份。

优化服务措施，拓宽服务领域，法
治惠民更有广度

建立法律顾问工作机制。县政府
成立了以司法局局长为首席法律顾问
的法律顾问团，为乡镇、部门提供法律
服务，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合法
性审查或法律风险评估。在县直 15
个中小学全面推行“一校一律师”制
度，为学校、学生、教职工提供法律帮
助。同时，引导律师、公证员积极参与
企业重组、融资贷款、重点项目工程建
设等重点领域的法律服务，为政府、企
业化解矛盾和风险；加强律师、公证执
业监管，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处理、问责
制度，促进窗口服务行业依法规范诚
信执业；加强案件质量评查，进一步提
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深入开展律师“四
联”活动，助力精准扶贫，为群众提供
及时高效的法律服务。

打造法治服务援助圈。建立县法
律援助中心、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村
（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的三级工作体
系，零距离服务法援对象。共受理法
律援助案件550件,其中刑事94件，民
事456件，；接待来访当事人4100余人
次，办理法律援助事项4600件。开展

“律师进村（社区）、法律服务到基层”
活动，共接待法律咨询 1624余人次，
其中电话咨询 593余次，代理诉讼案
件8件，调解矛盾纠纷41件，审查修订
合同4份，代写法律文书12份，开展法
制培训和讲座 157场，提供法律援助
26件。

推进律师进村（社区）、进“信访大
厅”、进信访疑难案件活动。在全县
70重点村（社区）建立律师工作室，选
派优秀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
采取“固定坐诊”和“流动巡诊”的方
式，向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及人民群
众提供义务法律服务，实现“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使法律服务工作更
加贴近中心、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按
照“把信访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工作要
求，充分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权和维护
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引导上
访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规范
信访行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依法及
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依法维护信访
工作的正常秩序。

推行依法行政，深化司法改革，法
治建设更有深度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县政府持续
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取消或
承接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共36项，确保
落实到位。同时下放乡（镇）行政职
权。根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的要求，下放我县部分单位行政
职权共40项，并在政务网上公示。全
县共保留行政职权4446项，并对应每
项行政权力编制了责任清单；健全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仅 2018年度完
成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5件，及时
向市政府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 5件，
同时完成网上备案5件。审查各类文
件、公告、合同50余件，提出意见和建
议120余条，有效防范了法律风险；全
面清理行政证明事项，经清理，全县拟

保留的证明事项 174项，拟取消的证
明事项 34项。通过对证明事项的清
理，有效的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减少办
事环节，提高服务质量。

落实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和行政复
议制度。截止目前，县人民法院共受
理行政诉讼案件43件，其中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43件，占出庭应诉比
率 100%。2018年我县共受理行政复
议案件 21件，已审结 19件，其中决定
维持的 4件，撤销的 1件，达成和解的
11件，撤回3件，没有发生案件经复议
后被法院撤销的情形，提高了行政复
议的公信力。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司法机关建
立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完善了司法
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
究制度，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进审判、
检务、警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司法依
据、程序、流程、结果，全面推进立案、
庭审、执行、听证、文书等信息。完成
法院“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
综合性受理接待中心、司法局法律服
务大厅建设，开辟“绿色通道”，消除群
众诉讼障碍，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
里”，不断提升司法工作群众满意度。

不折不扣抓落实 依法治县迈新步
——崇阳县推进法治崇阳建设工作掠影

通讯员 李天龙 全媒体记者 国文

铁姑娘在工地过了六个春节
本文主人公陈白珍，也是工地上

的“铁姑娘”，今年66岁，崇阳县石城
镇花园村五组村民。她从 1967 年秋
湖北省水利厅工程二团进驻崇阳，对
青山水库工程建设开始测量起，一直
到1972年大坝开始蓄水，在工地过了
6 个春节，她汗水洒大坝、青春献岁
月，见证了勤劳的人民修建青山水库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战天斗地的历
史。

——题记

自告奋勇 14岁参加水库建设

我是大桥公社乌龟石村一户地主
成份大家庭里的长孙女。父辈中，7
个伯伯、叔叔全部分家。我家四姐妹
两兄弟。我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担
子，除了放牛、砍柴、做饭、洗衣、带弟
妹，还在队里出工，做队里安排的四时
农活和修堤护堰的小工活。

1967年冬的一天，队里接到上级
通知，各生产队要派员参加青山水库
的修建。消息在村里传开后，也在我
心里停留了些时日。当村干部上门挨
家挨户督促劳力的时候，我没等父母
开口，跟村干部说我要去。虽然只有
十四岁，父母虽然难舍，家里再无劳
力，只好默认。

在大队书记娄四海，会计熊步青
的带领下，我背起被絮和米、干菜到了
青山的驻地。工地上用竹木搭建起来
的两个大棚，有木板统铺，有蒸饭的地
方。我把行李安置好，队长在大棚外
喊集合。所有人被告知去青山河里排
坝面。

青山河不宽，冬季的水位很低，只
有老家门前的小港宽，流水不急。我
们到那里之前，工程二团人员在那里
搞测量。在工程人员的安排下，我们
铲平坝面，疏通河水。主要任务是拔
草、担土石。在家里做惯了的我，虽然
年纪小，但气力有的是。白天，担子压
得肩膀生疼，晚上囫囵一觉睡醒，新的
一天又开始了。

不知不觉就到年关，临近春节
了。腊月二十八，工地通知放假，正月

初五开工。当民工都从工棚里打包
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竟没有一点回家
的愿望。赶巧，指挥部、营部也有两
三个女孩留守。我与她们一起，帮指
挥部、营部打扫卫生，洗晒被褥，除
夕、大年初一与留守人员一起过节。
初二开始自己煮饭，直到连部的炊煮
员来了才不自己开火。

1968 年，青山河已经被围堰堵
住，从南山边开导渠。我们做的事是
清理围堰里的基脚，把沙土、淤泥担
到指定地点，担石头砌导渠。担沙土
用的是圆口的箩筐，担石头一般用绳
子把大石头花绑起来。我几乎每天
都得表扬。工地上传宣员拿着小喇
叭追着我的担子喊：“这个同志真不
错，担的石头蛮大一个！”

自挑重担 一天苦挣2个标工

1969年，筑主坝，大施工。通城、
蒲圻、鄂城也派了大部队过来。工地
上人挤人，让不得人开。

这一年，工地上担土担沙、打炮
炸石、计筹宣传的各有分工，大家比
着做，不惜力、不偷懒。眼见着主坝
一点一点地往高起。

记得鄂城人还跟高枧大源人打
过架。起因是赶工让路发生的争
吵。事态很快被连、营为管理单位的
领导解决。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把
打架的事作为疲累过程中的谈资。有
的说，原来那个专门得表扬一担担
280斤的人是鄂城人。有的说，高枧
大源山里出来的人也蛮厉害，抡起扁
担来不输鄂城人。有的说，强龙不压
地头蛇，真要打起来，鄂城人搞不赢。
日子长了，谁赢谁输也没人说了。

修主坝需要黏性土。我们从青山
镇政府对面的山上，拉土到主坝一里
多路。自己挖，自己上，自己拉。13
板车为一个标工。我每天拉两个标
工，一个标工 3角钱 3两米，每月结两
次。刚上工地的时候，我是从家里带
粮，菜米吃完了，晚上回家拿，往返 20
几里路，第二天一早赶到工地。我能
拿两个标工的时候，就不需要回家拿

米菜，还有工钱结余。
1970年，全县 7个区近 3万人上

了工地，我做的是溢洪道浇灌，担沙
石。140斤一担，1500斤一个标工，从
山崖下，担到山顶上，崖陡，走的是蛇
行弯路，我一天拼命地干，也挣得两个
标工。

几十年过去了，我特别记得这个
场景。沙石从下往上担，插人缝走。
坡是陡的，只能斜着坡走，往目的地
去，比平路上担土要费劲得多，也慢得
多。到了卸土的地方过秤。秤是用三
脚叉撑起的杆秤。到了秤面前，要鼓
足劲，把肩上一边的担子往挂钩上一
送。顺得好的秤钩刚好挂住担子的
土，称了这筐，提着绳索一提，倒出筐
里的土，再提起另一筐土往钩上挂。

劳动中，扁担磨了左肩磨右肩，肩
膀肿痛、手抓绳索磨去了皮出血是常

事。我因做惯了，手脚肩膀协调得好，
到了秤边不会漏一把土。有没做惯
的，从坡下好不容易担到山上，称秤
时，手忙脚乱，土泼在地上。好在大家
心肠好，我记得那个计筹的女子年纪
与我相仿，听说是横岭乡长王道明的
女，叫王龙风。有人担子到她面前，洒
泼了，她用眼估着担土的高度，也会给
个适当的重量。

劳动光荣，劳动有乐趣。工地上，
我一点也不觉得苦累，因为我得表扬
多。心里的念头就是把两个标工的任
务尽快做完。当时，全国都在学铁人
王进喜，工地上的喇叭每天都在喊，学
习王进喜，大干快干建设社会主义，我
也因一个女子，能做两个男人的事，被
追着我担子的小喇叭表扬为“铁姑
娘”。因为宣传作用，工地上很多人都
认得我叫陈白珍。还有民工担着担子

迎面老远就笑着喊我“铁姑娘”。
连部、营部的领导也都认识我。特
别是到了年底，他们见面就问：“陈
白珍，今年春节回家不？”“铁姑娘，
来帮我们搞搞卫生！”想了想，我已
经4个春节没有回家了。

1971 年春节回家吗？细细思
量，自己家庭成份不好，受到歧视，
加上家境贫困，与其回家过年，不
如坚守工地，为工地打扫卫生等
活，工地还给我们记标工，我依然
没有回家过年。

自办嫁妆 结余的钱带到了婆家

1971年，工地上人少些，只有
沙坪、石城、和平、苏塘、路口5个区
的劳力，大约 9000人，继续回填大
坝。12月份，大坝达到设计高度，
开始蓄水。

不知觉在工地上已是第五个
年头。偶尔回家拿些生活用品，19
岁的我在父母眼里已经是大姑娘，
有人上门跟我说亲。说的是现在
石城镇花园村的丈夫王煌兵。起
初，我没理会父母，扭头奔工地
上。没想，他还到工地上看我。老
实本分的他是农机公司的职工，家
庭人口多，条件也不好。他一次又

一次来看我这个地主子弟，我们慢慢
地熟识，就有交往了。这年春节，他到
工地上看我，问我什么时候下工地。
我知道他是在说婚嫁的事，对他说，等
水库修完再说。

1972年附建工程、梯级电站开始
修建。时间过得真快，在肩挑手提，泥
水汗水的劳动中，不觉又是一年。这
年春节，王煌兵来工地说迎娶的事，说
家里准备好了。眼见水库蓄满了水，
东西干渠也开始引水灌田，我应了这
门亲事。

这年年底结算，父母的出勤加上
我的标工，经队里结算后，结余 90
元。父亲说，家里一分都不能用，都给
我置办嫁妆。

那个年代，六厘钱一斤的柴，有苕
线粉猪肉过年的人家是富裕人家。90

元置办嫁妆，还有剩余。剩余的现金，
面额有五元的、二元的、一元的、五毛
的、二毛的、一毛的。父亲用红纸包
好，硬塞给我，沉重地说：“白中，家里
弟妹多，这些年在工地上拼命，家里不
再是超支户，不再吃白锅（没有油炒
菜），你帮了家里大忙，结余归你，你带
到婆家去。”

6年的水库修建，令我一生最难
忘。在吃苦耐劳中成长的我，婚后的
日子诸事应付自如。丈夫在县里上
班，家里的事，责任田分到户前，三个
孩子我一个人带，生产队照常出工。
我趁工休，上山砍一百斤柴卖 6 角
钱。分田到户后，扶犁掌耙、养鸡养
猪、开荒种菜，都是我一个人。我养的
猪多是300斤一头，鸡鸭成群，瓜菜满
园。

今年三月，我跟女儿一同到青山
朋友家做客，上了一次大坝。想起在
坝上冬战三九，夏战三伏的日子，摸摸
坝上的石头，踩踩坝上的泥土，跟女儿
讲起了些修水库的往事。

女儿问：“妈，为何你 6个春节没
回家？”我说：“我喜欢做事，工地上的
人也喜欢铁姑娘陈白珍。”

陈白珍 口述
康全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