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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讲了593场喽”

　　“学好法律明是非，依法护权不吃亏。”5

月20日，在云南省委政法委驻村工作队和宁

蒗县西川乡党委、政府的组织下，西川乡大柏

地村麦架坪花椒加工中心落成，在当地群众

热烈地鼓掌欢呼对未来的致富路充满无限美

好憧憬的时候，毛建忠的声音在花椒加工中

心的广场上响起，他声情并茂地唱起了彝汉

双语普法顺口溜，原本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

变成了老乡们听得懂的乡土故事，赢得村民

阵阵掌声。

　　“一共讲了593场喽！白天讲、晚上讲，周

末也讲。”结束了普法宣讲，毛建忠仍不得闲，

当地群众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向他讨教

法律知识、诉说自己身边的涉法问题。自从在

工作中与普法宣传结缘以来，听他宣讲的群

众数量累计超过300多万人次。

　　“我的宣讲从来不缺素材，老乡们向我诉

说的身边事，就是我取材的无限源泉。我的宣

讲也从没有教案，全都是根据现场群众的反

响来及时调整内容的。”毛建忠在接受《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时，把刚才老乡向他咨询的法

律问题整理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黑色笔记本

上，说到动情之处，他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而

这也是他多年普法宣讲形成的习惯，站着宣

讲，才能更好地调动现场听众的情绪，正如他

所言：“要用我的母语，讲老乡听得懂、听得进

去的道理。”

“思想改变了，未来才有希望”

　　宁蒗县俗称小凉山，受地理环境、交通信

息闭塞等因素影响，小凉山群众法治意识相

对淡薄，一度吸毒人员较多，毒品呈泛滥

之势。

　　自2001年从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文学

专业毕业，毛建忠作为专业人才引进到宁蒗

县电视台工作。“我发现每天的综合新闻大部

分都与毒品泛滥有关。”这让毛建忠深切感受

到法治意识淡薄和毒品问题已成了宁蒗经济

乃至整个小凉山地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和

“拦路虎”，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从加强

法治宣传教育入手，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

　　怎样才能让禁毒法治宣传入脑入心？毛

建忠在工作中带着问题走访小凉山彝族群

众，并根据收到的信息制定了专门的教案，把

毒品的危害融入彝族道德教育，加入鲜活的

案例，把禁毒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

入浅出的讲解，感化了无数小凉山群众的心，

提高他们明辨是非、抵御社会不良影响及拒

绝毒品的能力。

　　20多年过去，毛建忠深入乡镇、社区、学

校、农村、高校、戒毒所等开展禁毒防艾宣传

活动，还受邀走进北京、广州及云贵川等彝族

群众生活的地方，特别是大小凉山彝族地区。

　　“请群众吃一顿饭不如给他们上一堂生

动的禁毒普法课！只有思想改变了，未来才有

希望。”除了现场宣讲，毛建忠还紧跟时代步

伐将禁毒防艾与毒品危害知识，以舞台剧、微

电影等形式，用彝汉双语通俗易懂地呈现给

群众。结合民族地区法律，他全程参与调查、

主持拍摄彝族戒毒纪录片《虎日》，拍摄制作

微电影《死亡线上的记忆》，策划禁毒防艾舞

台剧《远山的呼唤》等，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同时，他将禁毒防艾知

识宣讲到小凉山的每一所学校，通过启动“小

手牵大手”活动，发动孩子影响家长。

“用我的声音唤醒我的老乡”

　　“普法不易，民族地区的普法更难。”毛建

忠这样总结自己20多年来的普法心得，在他

看来，真正有效的普法宣传是让法律知识入

脑入心。

　　曾经的“瘾君子”朱某能够戒断毒瘾，就

得益于毛建忠的普法讲座。

　　朱某曾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收入稳定、

家庭幸福，然而在一次沾染毒品之后，他的人

生从此跌入了谷底。在云南省第四强戒所戒

毒期间，他听过毛建忠的两次讲座后痛定思

痛，主动接受教育，积极配合戒断治疗，终于

获得了新生。戒断毒瘾后，他自主创业亟须一

笔创业资金，但找到不到合适的贷款担保人，

情急之下，他联系上了毛建忠。了解到具体情

况的毛建忠，当即决定做他的贷款担保人，

“只要有决心，生活一定会有新的生机，我用

我的声音唤醒我的老乡，更要用实际行动支

持他们重获新生。”

　　2016年，毛建忠调任宁蒗县司法局普法

与依法治理股股长，他的普法宣讲工作也更

忙了。除了禁毒法律知识宣传宣讲，毛建忠还

携手县委政法委的年轻同志不断创新，创作

短视频《民法典 赡养老人篇（彝汉双语）》《民

法典 办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重要性（彝汉双

语）》等在“彝族比摩文化交流群”“彝学堂”等

微信群进行线上普法。

　　2021年6月，在十多天连续劳碌奔波后，

毛建忠感到身体不适，去宁蒗县医院检查，诊

断结果为急性心肌梗死，急需转院抢救治疗。

在住院治疗期间，难得静下来的毛建忠更加

坚定了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坚持开展

普法宣传。

　　病愈出院后，他又重新回到普法宣讲的

舞台。

    图① 毛建忠到宁蒗县贝尔中学开展

彝汉双语普法活动。

    图② 毛建忠到宁蒗县白草坪中心小

学开展“普法强基补短板”宣传。

毛建忠：
把法律知识讲成乡土故事

□　本报记者   石飞 文/图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陆敏

□　本报通讯员 尹秀琳

　　

　　“阿普”在彝语里是“爷爷”的意

思，也常用来尊称彝族群众心目中的

德高望重者。在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宁蒗县）的大山深

处活跃着一位“普法阿普”，20多年来，

他立志彝乡普法教育。彝乡多山路，他

送法进乡，修正歧途；村民多迷茫，他

双语释法，纾难解困。

　　他，就是宁蒗县司法局普法与依

法治理股股长毛建忠。

①

②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郭林

　　

　　4月15日，是贾炳宽78周岁生日。老伴带着女儿和儿媳张罗好了寿

宴，儿子打开手机连线了出差的女婿和在异地工作的孙女，一家人共

祝老人健康长寿。

　　这是一个三代“铁警之家”：贾炳宽2005年退休，有着53年党龄、26

年军龄和16年警龄；儿子贾新军，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处哈

密站派出所所长；女婿王峰，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处民警，孙

女贾晋婕，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民警。

　　这些年，逢年过节或是家庭聚会时，总有亲人会缺席，贾炳宽却总

是笑呵呵地说：“在岗位上就得好好工作，劳动最光荣嘛！”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贾炳宽原籍山西五寨，1963年入伍，1966年考上石家庄铁道兵学院

军事交通系，毕业后先后在新疆吐鲁番、哈密火车站、哈密铁路分局军

事代表处工作。

　　贾新军生在吐鲁番，长在部队大院，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军人，从

记事开始，爱党爱国和纪律严明就是最初也是永恒的家教。

　　贾炳宽常说：“好男儿，就应当穿上军装报效祖国。”1987年，高中

毕业的贾新军报名参军并通过考核，成为一名军人。而就在贾新军服

役期间，父亲转业来到哈密铁路公安处，脱下军装换上警服，成为一名

铁路公安民警。

　　1991年，贾新军复员后，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哈密分局柳园电

务段工作。1993年，哈密铁路公安处面向各铁路站段招警，贾新军第一

时间报名，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他要继续跟随父亲的脚步前行。

　　贾新军如同上了发条一般，利用业余时间疯狂地啃资料、练体能，

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付出了比“竞争对手”们更多的努力。半年后，

他从100余名报名职工中脱颖而出，如愿穿上了警服。

　　贾炳宽对儿子的选择非常支持，他经常向儿子传授自己的从军、

从警心得，鼓舞、激励他，对儿子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时时叮嘱他：“我

们都是从军营来到警营，要时刻把忠诚刻在心上，用纪律约束自己，

做个有责任心的好警察！”

奖章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

　　入警30载，贾新军始终把父亲的教诲记在心里，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使命。从1993年入警到2012年担任副所长，他5次荣立三等功，6次受

嘉奖。

　　2005年10月，父亲就要退休了。贾新军更加努力地工作，短短半年

时间，他先后抓获6名网上逃犯，荣立个人三等功。当他带着奖章回到

家中，看到的是父亲欣慰的笑容。

　　2013年7月，时任柳园站派出所副所长的贾新军，根据上级指令

带队上车协查一名可能携带毒品的嫌疑人。正值暑运高峰，贾新军

和战友们在密集的旅客中仔细地搜索、核查，汗水湿透了警服，可

他们却没有丝毫放松。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

人，从其身上查获毒品海洛因900余克。

　　2014年11月起，贾新军先后担任过4个派出所的所长，他带领的每个派出所都是先进

集体，年年受表彰，1次荣立集体二等功、7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说，不管在哪个岗

位，他都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用忠诚、责任和纪律来履职尽责。而刚刚获得的集体三等

功奖章，就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生日礼物。

爷爷的笔记本是最好的从警指南

　　贾新军的女儿贾晋婕出生于1998年，从小就喜欢跟着爷爷奶奶。深受祖辈父辈影响

的贾晋婕也有着一个铁警梦，渴望有一天能够像爷爷和父亲一样穿上警服。2019年大学

毕业后，贾晋婕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她说，我的选择与爷爷和父亲一样，穿上制服报

效祖国。

　　为了帮助孙女走好人生路，贾炳宽在孙女刚上大三时就为她准备好了将来的入职

礼物。那是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在扉页上他写道，人生的两大主题就是做人做事，其中做

人比做事更重要也更难，只有会做人才能会做事……正文按照“忠诚于党”“报效祖

国”“孝敬父母”“人生道理”“提升本领”等项分门别类，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一笔一

画写下70多年的人生感悟和名言警句摘抄，作为礼物送给孙女。在贾晋婕入警

后，这个笔记本就成了她最好的从警指南。

　　2021年，贾新军调任哈密站派出所所长，在沿线各派出所“漂泊”了20

多年的他终于能“回家”了，可女儿贾晋婕在新警培训结束后去了800

多公里外的库尔勒铁路公安处。

　　这么多年一直带着儿媳默默为父子俩撑起半边天的老母

亲第一次落泪了。

　　“哭啥？我们爷儿俩这些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贾

炳宽宽慰着老伴。

　　“那能一样吗？”

　　“这是孩子自己的选择。”

　　是的，贾晋婕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

力，爱学习、爱钻研、能吃苦，还有点不达

目标绝不放弃的“一根筋”，她在慢慢

成长。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爷爷

和父亲既是学习的榜样，也是

追赶的目标，贾晋婕说，

“我以他们为荣，我相

信，将来他们也一定

会以我为荣，为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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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马洪建

　　

　　4月2日，江苏省泰州市看守所制定了一个新的值

班表。

　　“明结，你又回到我们班了。”该所副所长孟祥锦开

心地扬了扬手中的值班表。

　　每次颁布新的值班表，泰州市看守所卫生队队长

柴明结无疑是那“最靓的仔”。“柴明结解决疑难杂症

‘有一套’，每个值班所长都想跟他一个班。”泰州市看

守所所长曹佳荣说，

　　柴明结不仅影像技术过硬、临床经验丰富，还特别

善于做思想工作，堪称所里的“定海神针”。

　　泰州市看守所羁押的在押人员长期保持在800名左

右，实行4班24小时运转。柴明结虽然也是4天一个班，但

实际上是“全天候在岗”，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管

教民警的电话咨询。

　　2020年2月1日起，监所实施封闭管理。“70岁的李姓

在押人员说洗澡时摔了一跤。”2月5日，巡诊医生的一句

反馈让柴明结立即暂停手头工作。

　　“我有点浑身乏力，洗澡时站不稳。”在检查时，李某

表示无大碍。但细心的柴明结发现，李某一侧肢体肌力下

降，马上就考虑到有中风的可能，于是迅速报告所领导安

排出所救治。到医院时，李某已经开始出现烦躁不安，CT

检查是脑出血，经过住院手术治疗，李某抢救成功。

　　做医生，肩负着治愈、挽救生命的使命；当警察，又

要承担起监管安全和教育感化的职责。在柴明结看来，

双重身份更是双重考验。

　　每当经办单位将在押人员送来时，柴明结首先作

为一名医生对他们进行常规检查，是否患有重病、传染

性疾病等，来判断是否予以收押。一旦遇到身患重病或

传染性较强的在押人员，在不予收押的同时，还要联系

经办单位交涉沟通，给予变更强制措施或进一步规范

治疗的建议。除了把好“入所关”外，柴明结还负责病号

监室的日常管理。

　　柴明结的拿手绝活是影像诊断。他在大学学的是

临床医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影

像科。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柴明结开始疯狂地“补课”：

彻夜攻读影像专业知识课程，裸眼视力从1.2下降到

0.8……一周内，熟练操作机器；两个月后，为病人准确

出具诊断报告；10年后，柴明结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影

像科医生。

　　2011年10月，怀着对警察

事业的憧憬，柴明结放弃了本已

考取的某大学研究生继续深造的机

会，通过公开招录，成了看守所卫生队

的医生。工作性质的变化需要他再次转

到临床一线。两年时间里，在台灯的陪伴下，

他把以前的医书重读了一遍，记下了十来本

笔记。

　　“他们虽然是罪犯，但在我眼里他们也是病人。”柴

明结说，作为医生，要让他们健康；作为警察，要让他们

放下“包袱”。

　　“是柴医生的关心和医治，使我的眼睛得到了及时

治疗，又让我重见光明、看到美好世界……”这是罪犯

鞠某慧转监狱服刑时对柴明结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言。

　　2021年9月，鞠某慧报告说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柴明

结认真查看了她的双眼，发现左眼视力0.4，右眼只能感

觉到光线，看不清任何东西，柴明结立即联系出所治

疗，经眼科超声检查，诊断为后发性白内障，在医院做

激光手术治疗后，视力恢复正常。

　　“即便患病的死刑犯，只要还没有交付执行，我们

都要精心为其治疗，这是对生命和人格最起码的敬畏

和尊重。”柴明结说，“解开心结，让他们认罪悔罪，我想

这就是治病‘救’人。”

　　“饮食方面要多买点富含钾的蔬菜水果，每天一次

用10%的医用氯化钾稀释后让在押人员饮用。”在泰州

市看守所，柴明结正在给后勤人员反复强调。

　　曾经一段时间，多名在押人员出现双下肢无力、心

跳异常等症状，严重影响在押人员身体健康和监管安

全。“低钾血症！”经过进一步检查印证了柴明结的判

断。更危险的是，该病急性发作极易导致心脏骤停，威

胁生命安全。

　　“监所环境相对封闭，在押人员夏天出汗多、冬天天

气 寒 冷 ，

加上情绪紧

张容易引发低

钾血症。”柴明结

很 快 找 到 了 症 结 所

在，在他的主导下，创造

性引入食疗方法。这一举措

让看守所在押人员告别了低钾

血症的发生。

　　从日常饮食到身体治疗、从源头

发现到心理疏导，柴明结在医者和警察的

“双重身份”之间随时切换。入警12年来，柴明

结累计为2.5万余名入所人员建立了健康档案，

其中550多人次安全出所治疗，实现了所有在押人

员从入所到出所或转监狱服刑安全监管“零事故”。

  图① 柴明结正在进行日常台账登记工作。

  图② 柴明结为在押人员诊治。

王猛 摄  

柴明结：“双重身份”完美演绎治病救人

　　图为贾炳宽全家福。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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