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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政府法制
办公布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
会征求意见。

儿童年满6岁应入学
孩子应该几岁上学？我省拟规定，凡

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
监护人都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经县级以上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入学年龄可推迟到七
周岁。

我省拟明确提出：适龄儿童、少年免试
入学。学校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
测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
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和依据。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
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县级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应当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
布状况合理确定公办学校接收学生的区域
范围和人数，并向社会公布。公办学校应
当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接收学生，不
得跨学区、区域组织招生。

不许设重点学校重点班
根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不得
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
应当均衡配置校内教育资源，不得分设重
点班和非重点班。未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不得设立实验班。同时，将鼓励有条件
的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

为方便农村学生就读，我省规定：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
保障居住分散、偏远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

禁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
学校应当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按照

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
教学活动，合理科学安排学生的课业，保证
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学
校将不得随意调整课程或者增加、减少课
时，不得占用寒暑假、公休日、课余时间组
织学生上课，不得按照考试成绩公布学生
排名，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生参加校
外培训机构举办的文化课补习班。

不得以升学率对学校排名
我省明确提出，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

门不得向学校或者教师下达升学指标或者
规定考试成绩提高幅度，不得以升学率对
学校进行排名，不得将学生学科考试成绩、
升学情况作为评价或者考核学校、教师和

学生的主要标准。
如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教育行

政部门违反这些规定，将由上级人民政府或
者其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四种方式提建议
省政府法制办昨日表示，欢迎有关单

位和各界人士在 6 月 15 日前，对该征求意
见稿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登录河南省政府法制网站，通过网站首页
右侧的《河南省法规规章意见征集系统》，
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和建议；发送电子
邮件至：xzfgc@126.com；书面意见传真至
0371—69699068；通过信函邮寄至：郑州市
金水东路 22 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法
规处。

（上接第一版）“按规定，你们不是该 7
点半上班么？怎么听说你每天都是 7 点之
前赶到？”

听到这个问题，老杨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刚到这个交警岗的时候，我给自己定
的是提前10分钟到岗，可上班才发现，有个
同事比我到得早。作为这个路口交通岗的
岗长，虽然不能算是‘官儿’，可身在这个位
置，我就该比别人多干点。所以第二天，我
又提前 10 分钟来，可没想到同事还是比我
早；于是我就再提前点来。所以现在已经
成习惯了。”

“每天这么早，你得几点起床啊？”
“我啊，差不多每天 5 点 50 起床，洗把

脸就出门了。”
“早饭不吃么？”
“吃啊，干了这么多年交警，身体的生

物钟都习惯了，过了早高峰，9 点多抽空垫
点就是！”老杨说。

“那午餐、晚餐怎么办？”
“顺延往后推呗，天气热，在路口晒一

上午，也没多少胃口，也不觉得饿。如果真
饿了，两点随便吃点。至于晚饭，那更得等
晚高峰过去啊，如果当天不堵车，9 点多就
能回家吃上饭了。”

听着老杨自然而然的回答，记者却听
得越发沉重。

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近乎13个
小时的工作，这样的作息时间，即便铁打的
人也会累啊！事实上，记者了解到，自从创
建交通示范岗，连续 3年，一年 365天，杨华
民几乎都泡在岗上。

老杨至今都记得，早在1999年，他第一
次走上交通警察的岗位，没有丝毫的不适
应，有的，只是对新工作的新奇和兴奋。那
时候他和家人租住的房子在航海路和大学
路口，负责的交通岗却在北环和南阳路交
叉口。

因为家到工作地点的距离太远，唯一
可以搭乘的 4 路公交车也不能直接到达。
所以杨华民每天凌晨4点起床，步行到公交
车站，再搭乘 4 点半的早班车上班，下车后
还得走上一阵子才能到交通岗。

“那时候年轻，每天那么早出门，一点
也不觉得累，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回忆过去，老杨由衷地笑了：“你知道
么，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天气格外冷，路
上却格外顺，我早早到了岗上，那时候还没
有北环立交桥，整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
空无一人，周围都是白茫茫的雪花，可我站
在路口，就是觉得高兴，没啥特别的原因，
就是觉得即便没有车辆需要我指挥，我单
单站在那儿就满心高兴。也就是那个时
候，我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

爱一行 所以干一行
别人是干一行、爱一行；可杨华民却是

爱一行、所以干一行。
从常人眼中威风的防暴警察，到转为

平淡无奇的交通民警。
为啥会有这样的选择？杨华民说，是

发生在血脉至亲身上的交通事故，让他选
择了做一名交警。

直到今天，面对如织的车流，老杨依然
会想起岳母被撞倒的那个日子。

那时的郑州车流量没有这么大，交通
也没这么拥堵。当时，杨华民还在郑州市

公安局防暴支队摸爬滚打，实践着守护一
方平安的梦想。

杨华民的妻子在家中排行老小，父母
对妻子的疼爱，自然延伸到了他的身上，他
与老人感情颇深。

可就在一个下午，一辆狂奔的农用三
轮车，撞到了杨华民的岳母，也永远带走了
那个对女儿、女婿无比疼爱的老人。

那时，杨华民下定决心：做一名好交
警，让事故少一点，让笑脸多一点。

如今，回忆往事，老杨更多的是感慨：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假如大家都遵守交通
法规，一切也许不会发生……”

因为遗憾，所以更加执著。
不过是三尺交通岗，杨华民却把它当

成释放激情的舞台；不过平凡一交警，杨华
民却把它当成一生的事业来努力。

通过竞争上岗，2009 年 3 月，杨华民成
了郑州首个“交通文明示范岗”的岗长，从
此，他的身影就和有“堵王”之称的花园路
农业路口联系在了一起。三年风雨寒暑，
他在这个路口硬是站成了一道风景。

这个交通岗，号称“郑州北大门”，地处
郑州市区南北交通中心，周边遍布几家综
合大型商场、动物园、企事业单位，是省会
最繁华的路段。每到高峰期，这里车流量
达到每小时 1.4万余辆，一度拥堵现象十分
严重，被市民戏称为郑州市区的“堵王”。

为了尽快解决拥堵，杨华民用心观察、
反复琢磨。

他发现由南向北的车流量最大，便针
对性地建议支队将由南向北的机动车道改
成三排直行道，提高由南向北的通行能力。

他根据行人、非机动车速度慢的情况，
尝试提前3秒拦停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效减
少滞留，提高了机动车通行率。

付出很快有了收获。一年后，花园路与
农业路交叉口摘掉了“堵王”的帽子，这个岗
被命名为“杨华民示范标准岗”——这是全
市唯一一个以交警名字命名的交通岗。

“这里有几路公交车通行啊？”为了“考
考”老杨，记者随口问起。

“从北向南方向，有 8 条线路的公交车
停靠；从南向北方向，有 17 路公交车；从东
到西方向，30路、B1、B18、105经过……”老
杨张口就来，了如指掌。

同一个十字路口，方寸之地，杨华民却
在此每天从早到晚四个路口来回跑，值一天
勤下来，要跑上20里路，一年穿坏7双鞋。

没有啥比生命更重要
采访中，突然有电话打来，老杨抱歉地

走到门外。
隔着门，记者隐隐约约听到，似乎是朋

友交通违法打来的说情电话。而老杨的回
答更让人意外，严厉的语气近乎斩钉截铁：

“罚，照章罚！拿假证是严重的违法，没啥
可说的，就算咱是朋友，你也得受罚……”

挂了电话，老杨走进屋内，脸上还挂着
余怒，和刚才和蔼的模样判若两人。记者
这才知道，老杨对工作异常“较真儿”的名
声是真的！

“干这行，免不了会遇到说情的事。你
就拒绝得这么直接，这么难听，以后朋友咋
做啊？亲戚还不得翻脸？”记者故意问。

老杨的回答同样干脆：“交通违法没啥
可说情，这不比别的事儿，抬抬手过去了。
每一次违法，都有可能关系到一条命！亲
戚也好，朋友也罢，这种事是拿别人的命当
儿戏，没有商量的余地。”

事实上，老杨的执法近乎执拗，近乎
“无情”。

因为杨华民觉得，没有啥事能比生命
安全更重要。正因为如此，为了他人的安
全，他往往会“小题大做”；正因为如此，他
也有了“最烦人”交警的头衔。因为在他身
后，确实留下了许多不近人情的故事。

一辆轿车在快速行驶时突然实线变
道，导致尾随车辆差点追尾。“牛气”司机拒
不接受处罚，反而锁住车门闭目养神，老杨
在骄阳下向他敬了100多个礼，终于使其折
服。

一个骑自行车的少年闯红灯，老杨为
了追他摔得一手的血。少年戏谑他：“为了
罚我 10 元钱，你至于么？”老杨认真地告诉
他：“这次让你走了，下次你还会闯，闯多
了，或许你会因为这个送命；这次罚你 10
元，钱不多，但至少会让你记得不该做，摔
了我也值！”

一名青年在机动车道逆行骑自行车，
碰上老杨批评，小青年满不在乎：“我的命
我做主。”老杨苦口婆心：“你这是把自己的
生命让别人做主。”两个小时“论战”后，小
伙子心悦诚服：“这事会警示我一辈子。”

骑电动车走快车道的，他拦住，先讲一
堆“大道理”，再罚款 20 元；行人翻护栏的，
他跑几十米去追，最后从公交车上“请”下
来，罚款50元……

按照人们的理解，交警的核心工作就
是解堵保通，首先要管好那些“开机动车
的”。可在杨华民看来，宁愿事前听骂声，
不愿事后闻哭声，保障行人和非机动车主
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老杨说：“开车的外面是铁皮，车受伤
害可以修修补补，可一旦人出事，非伤即
残，甚至就是死亡，血的教训太多。所以，
面对违法，我必须心硬，必须纠正。不但
纠正，我还得让对方知道‘错在哪儿，必
须改’。”

一些人开始时对老杨的执著不以为
然，时间长了又被他的执著所感动。

2011 年 7 月 11 日，市民于阿姨骑电动
三轮车违章被杨华民暂扣。老人较上了
劲：“小样儿，我退休了没事干，缠不死你！”
老杨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实在吃不消了
就坐着等，老杨就像个流动的电线杆，酷暑
之下不停地跑，5 个小时下来，身上的警服
已经被汗湿透。第二天，于阿姨买了 10 个
西瓜，手持“敬业利民”的条幅送到了杨华
民的岗上。

每人一小步 社会一大步
老杨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和自己却很

“刻薄”。

他对自己“刻薄”，是因为日复一日的
加班加点，年复一年的尾气噪音。13 年风
霜雨雪，昔日防暴队5公里越野跑第一名的
强悍身体早已不复当年。

出了两次事故之后，他的听力下降得
很厉害，听力尚不及常人的一半；因为长期
站立，他双腿的静脉曲张非常严重；因为三
餐没有规律，老杨的肠胃紊乱、头发越来越
稀疏。唯一不变的，是他执勤时依然笔挺
的身姿。

今年五一小长假，领导强制他调休。
可在难得的假期，他却一个人花了四个半
小时，徒步走完了刚刚通行的京沙快速
路。因为老杨想的和别人不一样，大家都
在感叹新路有多“快”，可老杨却想研究
一下，快速路通行后会不会带来新的交
通难题。

他对家人“刻薄”，是因为对家庭的“不
负责”。在他的时间表上，工作永远排在第
一。13 年来，他对妻儿家人承诺的相聚不
曾兑现，然而，在那小小的交通岗上，他却
从没缺席。

面对妻子，他心怀愧疚；每天晚上，不
管他加班多晚，只要一进家门，妻子都会捧
出热乎乎的饭菜，陪着他一起吃晚餐。

就是这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做啥”的
普通交警，却感动了无数人。因为，把每一
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在岗上，很多人开车经过，会特意摇下
车窗，就为看他一眼；天热了，会有人送冰
红茶，送绿豆汤；遇上下雨天，惦记他大檐
帽儿的人就多，防水的浴帽会整沓送来；冬
至，有人会送上热腾腾的头锅饺子……

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不是英雄”的普通
警察，却赢得了公安系统的至高荣誉：

“全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政法系统
优秀党员干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从警20年，杨华民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最
看重的还是刚刚获得的“全国爱民模范”荣
誉称号。相比其他荣誉来说，杨华民更看
重“爱民模范”这几个字，在他看来，这就是
对自己的最高褒奖。

如今，老杨成了“明星”，可他坚持说，
我就是普通人，干了分内的事。

的确，现实中，脱下警服，他普通得几
乎让人认不出；可在网上，他却是已经有着
两万粉丝的“微博控”。

年过不惑，老杨却为何赶起新潮，开微
博？原因很简单，老杨说，城市交通，一个
人的力量很有限，可在网络，群体的力量却
无限。两万粉丝不算多，可如果我能给他
们带来一点变化，一点影响，我相信他们也
会影响更多人。城市交通，一人一小步，社
会一大步！

作家刘震云说，真正的聪明是愚公移
山。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就像世界上本
不存在才华这个词。重复的事情不停地
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
就是大家。

老杨不是“舞者”，却在守护生命的
舞台上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激情，与城
市同舞。

诗圣行吟陇右
迎来人生重大转折

（上接第一版）新疆部分地区，后人习惯多以陇右泛指
今甘肃省地区，“小陇右”则主要指今甘肃省黄河以东
至陇山地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辞弃华州
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先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后
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寓居陇右约半年时间。

之所以到甘肃天水采访，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
杜甫研究所副所长兼秘书长姜海宽有着自己的看
法。他说，杜甫在陇右的诗歌不仅仅记录着当地的山
水，也记录了他对家乡的眷念，对于我们研究杜甫具
有重要意义。

翻开诗卷，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在秦州
写下《月夜忆舍弟》一诗：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
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听到秦州城楼上戍兵
的更鼓和空中传来秋雁的一声鸣叫，引起了杜甫不尽
的乡关之思。“月是故乡明”，他感到月亮也是故乡的
格外明亮皎洁。明月之夜，更引起对亲人的怀念。一
句“月是故乡明”，曾使古往今来多少他乡游子产生了
强烈的共鸣。

几个月后，杜甫因衣食困难又携带妻小去同谷。
当他到达赤谷时又写道：“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
诗人贫病飘零，路途艰辛，不由又想起了故乡。同样，
在同谷，杜甫音讯断绝，饥寒交迫，他怀念弟妹，思恋故
乡，百感交集，于是长歌当哭，写下“同谷七歌”，呼喊

“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他对故乡的怀
念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

留遗最多的山间古寺
杜甫在天水只待了三个多月，却留给了后人许多

遗迹。
听说杜甫家乡的人来了，原天水地委书记、人大常

委会主任、89岁的天水杜甫研究会会长桐树苞主动当
向导，陪同记者一行把天水有关杜甫的遗迹转了个遍。

南郭寺是秦州杜甫遗迹、纪念物保存修建最多的
一个地方。南郭寺因杜甫的诗而闻名遐迩，他在诗中
所记写的“老树”和“北流泉”至今犹存。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踏入南郭寺，进到院内
便能看到一株“春秋古柏”。古树距今 2500 多年依然
参天吐翠，为秦州十景之一。古柏前立有木匾，上书

“诗圣杜甫行吟处”，记载了759年，杜甫游历南郭寺作
下的“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
传……”一诗。可以想象，饥寒交迫的杜甫没有失去文
人的雅兴，对于山头古寺里的美景，杜甫一一记录在
心，吟唱千古。

南郭寺里还有兴建于光绪年间的“杜少陵祠”，其
中诗史堂里有杜甫以及其子宗文、宗武的塑像，常年接
受群众供奉，天水杜甫研究会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

“祠堂不大，但来这里的人很多，香火旺得很。”桐树苞
说，但凡来南郭寺的人，都会来祭拜杜甫，其形象已经
深入人心，成为“神”一样的圣人。

此外，南郭寺里还有二碑一像，尤其是近年来修建
“二妙轩碑廊”，其以王羲之诸书法家之字，刊刻了杜甫
在陇右创作的60首诗歌，成为游人欣赏书圣之字和诗
圣之诗的必到之处，在这里人们能够真切地获取抚今
怀古的悠悠情思。

超过时间界限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柳河村依然被当地

人叫做“东柯谷”。杜甫到秦州后，听了别人对东柯谷的
介绍，产生了隐居东柯谷的念头。一千多年里，当地人
为了纪念杜甫，建起了杜甫草堂、子美阁，还有近现代的
子美小学，这些遗迹的名称带有浓厚的纪念色彩。

从市区到东柯谷大约半个小时，因为下雨，山路
泥泞，记者一行没有走到杜甫曾经吟诗的“八股槐”
下，却近距离与杜夫子书房台、子美阁、杜甫草堂进行
了接触。

建于清末民初的子美阁同时供奉着观音和杜甫，
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杜甫在当地村民心中的地位。在
当地两位自发保护杜甫遗迹村民的带领下，记者爬上
了子美阁，祭拜杜甫。村民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当地
村民都会在农历二月十九祭拜杜甫。从2006年开始，
当地党委政府组织了大型祭拜活动，每年的清明节，有
数千名群众来此祭拜，最多时达到了6000人。

同样，在距离子美阁 500 米外的杜甫草堂和书房
台等遗址，都由当地村民自发进行保护，每年来这些地
方的群众不计其数。“杜甫曾经到过东柯谷，但要说这
些地方就是杜甫曾经讲学、吟诗的地方很难考证，唯一
能够考证的就是，杜甫对东柯谷的人文风俗影响很大，
这些遗迹已经成为当地的名片和精神寄托所在。”聂大
受这样说道。

杜甫在天水的影响力巨大，记者深有感触。从南
郭寺下来，记者一行应邀来到天水民俗博物院，参加由
天水杜甫研究会、天水诗词学会等主办的“杜甫诞辰
130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中，天水地方文人，吟杜甫
诗，作当代词，显示出当地群众对于古代文学的继承。
当天水电视台、天水日报、晚报等媒体将焦点对准记者
一行时，记者感受到了一份敬重，这种敬重别无他因，
全因我们是来自杜甫家乡的媒体。

“今年，我们要把杜甫纪念馆建起来，希望有生之
年能看到……”采访中，桐树苞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
愿望，他说，杜甫来过天水，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应
该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