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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榆
57 岁的刘爱国很忙，他每天花大量的

时间，为来昆明的务工人员义务维权。
在过去的 21 年里， 刘爱国自己贴进

200 多万元， 办理的农民工维权援助案件
近 400 多件。 他负责的云南外来务工人员
维权中心，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
员免费维权 100 多次。

有人问他，你穷律师帮穷人打官司，图
个啥？ 刘爱国却说，为农民工打官司，赔本
也值 。

活着做好事，落一个好口碑

“不好意思，这办公室有些简陋，但用
的时间久了，农民工好找。 ”在云南省爱国
律师楼劳动维权中心， 刚刚接待完 3 位农
民工的刘爱国一边收拾桌上的材料， 一边
说道。

这间 50 平方米的办公室，被分隔成了
两间，外面一间有两张办公桌，桌上堆放着
各种材料，墙上挂满了农民工送来的锦旗，
里间则是一间小会议室。

“现在做的这些都是受家父的影响。 ”
1959 年， 刘爱国出生在曲靖市师宗县城，
一家五口人，他排行老二。父亲刘遵农当时
在县委土改工作队任组长，“老爷子的人生
坐标就是读书和做人”，刘爱国说，他是听
父亲的话，才走上律师这行。

1977 年， 刘遵农到罗平县二杆镇任
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主要是指导农户种
植烟叶。 只要农户有困难，刘遵农能帮的
都要帮 ，要么借钱 ，要么出力 ，甚至把家
里不算多余的粮食，送给农民救急。 “父
亲去世时 ， 来了 100 多名乡亲为父亲出
殡。 从儿子的角度看，父亲的一生算是圆
满了。 ”

在父亲的影响下， 刘爱国也养成爱读
好学的习惯。 1984 年，在罗平县高级技术
技能学校当老师的他， 被学校派去云南农
业大学学习农业经济。 他自己又在云南大
学报名自学法律专业。

1995 年，曲靖市罗平县政府在昆明设
立驻昆办事处， 时任罗平县环城乡副乡长
的刘爱国，成为驻昆办事处第一任主任。上
任不久， 在昆明打工的曲靖老乡主动找上
门，请他帮他们讨要工钱。

“1986 年，我就取得了律师资格证，办

事处还有一辆公车可以用。 ”刘爱国觉得，自
己具备必要的维权条件， 再加上他父亲生前
一直告诫他，活着要做好事，行善事。 他就更
没理由推辞了。

“我不怕，做事凭良心”

仗着主任和律师这两重身份， 刘爱国找
老板要钱还算是容易，在驻昆办这一年，他为
3000 多名曲靖籍农民工维权。 “因为是老乡，
能帮就帮，绝不会袖手旁观。 ”

1999 年从原来的岗位辞职后 ，刘爱国
以个人名义注册了罗平县个体私营企业
驻昆办事服务中心，同时继续坚持帮农民工
维权。

2005 年， 刘爱国参与了昆明市市委、市
政府创建平安昆明的一项调查， 发现外来务
工人员维权困难的现象严重。之后，他组建了

云南省爱国律师楼劳动维权中心，专门给外
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2008 年 3 月 17 日 ， 在昆务工的昭通
民工钟显勇在检查机器时 ，右手臂不慎被
机器压伤 ，送往医院抢救 ，做了右前臂残
端修整手术 。 后因医疗费用问题发生争
议 ，他的公司只愿意补偿 1 万元 ，钟显勇
不同意。

2009 年 4 月 15 日，刘爱国律师成为“昆
明‘五一’工人维权律师志愿团”第一批志愿
团的律师代表。 钟显勇在农民工维权咨询会
上遇到了刘爱国。 在刘爱国的帮助下，钟显
勇重新进行了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为五
级，“做梦都没想到，没花一分钱，刘律师就
为自己争取到了 10 万元赔偿款， 我真是遇
上了好人。 ”钟显勇说。

“人好，没有架子，多小的问题都帮助我
们解决，而且不收任何费用。 ”刘爱国被越来

越多的来昆务工人员所熟悉。
从 2006 年的 “小姚跳楼维权案”、2007

年的“钻石女工维权案”、2008 年的“苟大勇
劳动维权上访案”、2009 年的“伍文奎挟持人
质讨薪无罪释放案”、2010 年的“李华百万维
权讨薪案”，到 2011 年的“杨国荣夫妇讨薪案
维权”……这些被媒体高度关注、难度很大的
维权案，到最后，都被刘爱国一一啃下来，并
取得了胜诉。

但整个维权中心就他和两名志愿律师。
很多维权案难度大、周期长，加上很多外来务
工人员不懂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造成
取证艰辛。

为了帮农民工维权， 刘爱国得罪了很多
企业的老板。 有的甚至打电话威胁他，“你给
我小心点”。

刘爱国总会告诉对方，“我不怕， 做事凭
良心，你们要来就来”。

“以后谁来接着做啊？ ”

新一代农民工在讨要工钱时，他们基
本上都会到劳动部门及其他行政单位去
反映，但也有人会采用过激的方式来讨要
工钱。

2007 年，他代理了轰动一时的“钻石
女工维权案”。 6 名女工与昆明一家钻石加
工公司的维权纠纷案，女工们与公司签订
了劳动合同。 2007 年 7 月，她们得知该公
司没有为 200 多名女工缴纳五项社会保
险，补缴的要求公司又置之不理，导致女工
们停工维权。

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到向昆明市官
渡区法院起诉，刘爱国一直免费为女工代
理。 该案几乎用尽了所有可用的法律救济
手段。

但刘爱国却始终没有放弃。最终，在各
方面的努力下，钻石加工公司为她们补缴
了养老保险。

刘爱国认为，目前农民工讨薪难主要
还是受限于有限的申诉渠道和高额的申诉
成本。

维权中心能为农民工解决这两个问
题 ， 但是志愿律师案件补助费是很微薄
的，值班律师按照值班天数每天每人补助
交通及午餐费 100 元， 法律援助案件承办
律师依据劳动争议判决书、仲裁书发给工
作经费补助每件 3000 元以内。

而维权中心的全部费用， 都由刘爱国
一人承担。房租一年 3 万，实习律师一个月
1500 元，他每年要贴进 5 万元。 维权中心
成立后的 10 年时间里，他直接帮助法律援
助对象的资金就高达 200 多万元， 如果再
将法律援助时间换算成案件收入的话，估
计超过 400 万元。

有人不理解刘爱国。一帮同学聚会，大
伙发烟抽，同学们半开玩笑地说，他是拿次
烟换他们的好烟吸。

也有人质疑他做秀。他把眼睛一瞪，冲人
家说，“如果你愿意，你也做秀十几年试试。 ”

刘爱国说，他搞了 20 多年的劳动纠纷
公益案件，还是因为背后有工会等部门的
支持和参与。

现在， 在替农民工维权了 21 年后，刘
爱国开始忧虑：“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再过
几年跑不动了”，他猛吸了几口烟，“以后谁
来接着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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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浙江舟山市殡

仪馆进行， 许多仅与毕怀彬有一面之缘
的乘客自发地来到殡仪馆为他送行。

毕怀彬是舟山公交公司的一名司

机，在 5 月 27 日舟山市的一起交通事故
中，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救了一车人。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驾驶着 29 路
公交车在路上行驶。 前面同方向行驶中
的一辆中型货车左前轮毂突然脱落甩

出，半人高的轮胎在路面上弹了几下后，
被对面驶来的一辆黑色小轿车撞飞起

来，砸向他所在的公交车，瞬间击穿了公
交车前挡风玻璃，击中毕怀彬。

公路边就是河道，方向盘稍偏一点，
公交车就可能翻入河中。

在那一刹那，毕怀彬踩了刹车，牢牢
把住了方向盘， 公交车向前缓慢滑行一
段距离后， 顶在了前面跑甩了轮胎的中
型货车车尾，随后停了下来，而公交车的
方向一直没有偏离。

当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他的
头和脸上全是血 ， 他的颈动脉已经停
止跳动 ， 最终他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身亡。

当现场念起毕怀彬生平的时候，哭
声一片。“走好，毕怀彬！你是我们的大恩
人！ ”不知哪位乘客喊出这么一句话，大
家齐声喊着“恩人，走好！ ”

公交司机
在贴进 200多万元、替农民工维权了 21年，办理的援助案件近 400多件后，57岁

的刘爱国仍然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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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

地处罗霄山脉深处的江西遂川县是

一个典型的山区县, 而石门岭教学点正
处在这个山区县的山中, 从县城坐车到
这里要近 2 个小时。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
有一个梦想:走出大山。

但陈清华和妻子却截然相反, 他们
从山外走来,而且越走越深。

1992 年, 当听说一些乡村缺少老师
时, 在镇上一中学工作的陈清华毅然选
择了进山支教。 而妻子考虑到家庭团圆
和丈夫独自支撑一个深山教学点不易 ,
也放弃了自己收入颇丰的生意 , 背着 3
岁的独生女儿进了山。

在随后的 24 年里 , 他们先后在滁
州、下秋、上坳、石门岭等教学点工作,离
家一站比一站远,条件一处比一处差。

2009 年以前 ， 到教学点的公路还
没有修通 ,孩子们吃的 、用的都是陈清
华用双肩从山外挑进来的 。 一百多斤
的重担 ,一天的山路 ,他就这样挑了 10
多年。

“在我之前,一代又一代的乡村教师
都是这样过来的。 ”陈清华说,他刚进山
的时候， 一名乡村教师就是在退休的前
一天倒在了讲台上。

近几年 ,陈清华先后获得 “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 ”、“新中国
60 年劳动模范 40 佳 ”等荣誉 ，也有很
多机会可以离开大山，但他依然选择了
坚守。

他说，山里的孩子们需要他。

本报讯 （记者 李玉波） 公共自行车自
2013 年 10 月走进呼和浩特市百姓的生活，
至今已两年多。但是，由于一些市民缺乏公德
意识， 对公车不爱惜、 使用不规范等问题，1
万多辆投放的自行车中， 高达 65%存在受损
现象。

2013 年呼和浩特启用公共自行车系统
至今， 已运营的服务站点由最初的 120 个增
加至 330 个，公共自行车数量由最初的 5100
辆增至 10140 辆，“日均租还数量已突破 6 万
次，是自行车投入量的 6 倍。 ”呼和浩特市城
环环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环公
司”)运营部白杨说，现在平均每辆车日均使
用 20 次左右。 用户递增的“爆棚”，甚至一度
导致呼和浩特公共自行车办卡业务停办。

然而，与用户递增“爆棚”相对应的，却是

公共自行车居高不下的受损率。近日，记者走
访了呼和浩特赛罕区东影南路两侧的公共自
行车站点， 发现各站点公共自行车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损坏。一些市民在取车时，未等自行
车从导槽滑出，就强行拖拽车辆。

“公共自行车骑行率、车辆使用率越来越
高，车辆损坏率也随之倍增。”白杨介绍道，现
在运行的 1 万多辆公共自行车损坏率高达
65%。 其中，5%来自部分市民的暴力“虐车”，
35%由于市民对公车不爱惜，使用不规范，只
有 25%才是缘于自行车自然折旧。

“每天咱这儿维修自行车就有 100 辆到
130 辆左右”，城环公司修理中心负责修理公
共自行车的郑军一边装卸自行车速卸， 一边
说， 共 5 人的修理小组平均每天每人要维修
20 多辆自行车。 以自行车速卸维修更换为

例，每 100 辆维修的破损车辆就有 20 辆需要
更换速卸。

他发现， 每次送到这里来的公共自行
车，大多是车筐、车座等零件被人拆掉，或者
是被加装后座、车锁，或是实心轮胎换成了
充气轮胎。

郑军很疑惑，“市民自己的自行车骑上两
三年都能光洁如新，为什么公共自行车投放市
场两三个月就破烂不堪？ 如果大家能爱惜公
车、规范用车，很多车辆损耗都能及时避免。 ”

事实上，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其他省市早
已先行。 智能化运营管理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自 2007 年入驻中国，现在全国共计超过 100
座大中小城市开展公共自行车试点。 但记者
了解到， 这些试点城市普遍存在破损率居高
不下的问题。

呼市万辆公共自行车六成受损

公车，咋就这么“不耐骑”？
有关人士称：“如果大家能爱惜公车、规范用车，很多车辆损耗都能及时避免。 ”

倾情大山 19年
□郭红英

“大妈，最近身体还好吗？ 给你送点吃的
来了。 ”

“谢谢你了，这么多年多亏你和井区照顾
我们祖孙两，隔三差五的给我们送东西……”
今年 5 月 1 日， 家住长庆油田采油二厂上里
塬井区附近的大妈安玉英，蹒跚地走上前，拉
住井区长汪海勇的手，几度哽咽中欲言又止。

安大妈是上里塬井区里 2 计油区附近的
一户村民，因家中几遭病痛和灾伤之后，只剩
下她和 10 多岁患有肾炎的孙子。她们的家身
居大山深处，离最近的小镇也有 30 多公里的
泥土路。 没有劳动力、没有经济收入，祖孙两
的生活很困难。

2009 年， 再次调入上里塬井区的汪海
勇，在一次处理纠纷中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
第二天立即购买了米、 面、 油等送往安大妈
家。

在以后的几年中， 汪海勇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给他们送生活急需用品， 逢年过节更是

不会忘记祖孙二人。“他们一老一少能吃多少
啊，我们平时少抽点烟，少喝口饮料都够他们
生活了。 ”

在上里塬油区， 汪海勇不仅是众人口中
的 “形象代言人”， 更是井区的管家人。 从
1994 年参加工作到 2006 年， 汪海勇在采油
二厂岭北作业区最远、 最偏僻的上里塬井区
一待就是 12 年，从刚开始的驻井工到井区大
班、班站长、副井区长，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
过来的。

2001 年冬天， 汪海勇刚担任副井区时，
正值油区综合治理最不稳定时期， 为了保证
井区原油产量不受损失， 他白天带领大班处
理井区应急工作， 晚上再投入到紧张的抓盗
防偷工作中。累了，就裹着大衣在车上休息片
刻，有时连续几天几夜都不回宿舍。

一袋袋原油、 一辆辆盗油农用车在他们
的严守中被追获， 而他却因为连续在寒冬里
坚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可他却没有放下自
己的工作，被井区的同事称为“拼命三郎”。

面对这样的称呼， 汪海勇笑着说：“拿了

企业的钱就要干好活， 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
行。 ”

2006 年，汪海勇被作业区调回岭 1 井区
担任井区长，直到 2009 年因上里塬井区管理
滞后，汪海勇再度被调入上里塬井区。

面对井区油井分部疏散、人员用工复杂、
人员思想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汪海勇一边
严抓管理，一边抽空和员工拉家常，了解员工
的想法，在帮助员工解决生产难题时，也在生
活上时时刻刻关注员工。 对即将退休的老师
傅及时调整岗位，不倒夜班；里 56 计小班员
工许娟因为怀孕不能劳累， 汪海勇第一时间
给安排到井区协同管理后勤工作……

在一件件小事中， 汪海勇用自己的真情
实意赢得了大家的认可。短短半年时间，上里
塬井区从月月基础工作倒数第一， 一跃成为
第一名，并且在作业区技术比武中，连续几年
获得了团体第一的荣誉。

工作 22 年，在最偏远、最艰苦的井区坚
守了 19 年，汪海勇用对身边人的真情、对企
业的忠诚挥写着自己无悔的人生。

2016 年 5 月 19
日， 山西永济浦津渡
遗址博物馆免费对外

开放， 吸引了众多游
客游览参观。 部分游
客不顾现场 “文物神
圣，禁止攀爬”警示牌
的警示，攀爬到有“中
华瑰宝” 之称的唐开
元大铁牛的身躯上拍

照留念。
视觉中国 供图

图为刘爱国(右）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刘爱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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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秦皇岛市建兴里社区居民准备将图书和衣服投放到“爱心捐赠箱”内。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文明办、海港区慈善协会等单位联合将 100 个“爱心捐赠箱”摆放

到部分社区。 居民可将衣服和图书等物品放到里面，志愿者每 10 天会收集一次，分类登记整
理后，发放给困难家庭，并在秦皇岛志愿服务网上公布发放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秦皇岛：“爱心捐赠箱”传递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