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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个村他了如指掌，帮农民贷款他任劳任怨

忙人张勇：村民把我当兄弟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本报通讯员 甄彦忠 朱先梅

由于村民一般都是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有时为了不耽误申
请贷款人外出打工，张勇就改变
工作方式，早出晚归。而到了村
里，忙完工作后时常就会被一些
村民围起来咨询政策。“农民兄弟
对一些专业名词不太理解，我就
要一遍一遍的解释，除了用菊花
泡杯水带着，我口袋里永远少不
了的东西就是金嗓子喉宝。”张勇
笑着说，“不过累并快乐着，看到
农户利用贷下来的钱发家致富，
我心里高兴，踏实。”

据张勇的同事说，有一次，
他患了重感冒，发烧40度，但为
了尽快办理惠农卡，他没有卧
床休息，一打完点滴，立马又出
现在工作岗位上。有时走街串
巷去现场调查，很多农民兄弟
都硬把他拉到家里坐一会，休
息休息，发自内心地说，“就凭
你张主任的这种工作精神，我
们也要用好每一分贷款，绝不
能辜负国家和农行对咱们的支
持。”

其实，张勇有个心愿，就是
希望通过他们农行的支农贷款
让全镇农民快点富起来，让农
村繁荣起来。

讲解政策
喉咙冒烟
下乡必备“金嗓子”

36岁的张勇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

州级索支行的副主任，近年来，他始终扎根在服务

“三农”的第一线，累计发放惠农卡4 . 7万张、发放农

户贷款9000多笔，金额3 . 5亿元，安装转账电话400余

部，切切实实为农民带去了实惠。

帮农民贷款他主动上门

1 4日一大早，记者赶
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滕州级索支行
时，张勇和同事正准备下
乡。“后杨岗村的杨洪营、
杨启春、杨务玉三人趁农
忙时搞了点副业，于是就
申请了三户联保式的小
额农户贷款，每人申请贷
款 3 万元。我们得赶紧下
乡，老杨他们还等着贷款
呢。”张勇说。原来，现在
农户申请了小额贷款后，
需要经过银行审核，了解
资金用途是否真实，另外
还可以判断一下该农户
是否需要贷款，“我们要
把钱贷给最需要的人。”
张勇笑着说，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农民也不局限
于种地了，很多农民对惠

农政策都有了了解，所以
申请小额农户贷款的人
越来越多。他们就要尽快
核查申请人的家庭情况，
以确保需要的人可以及
时拿到钱。

刚进后杨岗村，杨洪
营已经在路口等着了。杨洪
营是个建筑包工头，希望能
贷款支付工人的工资。“现
在在外面干建筑不容易，时
常会遇到拖欠费用的情况，
我只能用自己的钱先给工
人发工资。幸亏现在有了小
额农户贷款，希望能通过审
核，顺利贷到款。”杨洪营
说。随后，张勇对这三家挨
家挨户进行了调查，在村里
行走时，记者发现时不时会
有村民打招呼，“张主任你
又来了。”

51个行政村他了如指掌
“我所在的级索镇有农

业人口8 . 5万人，辖属51个行
政村，为增强村民对农行惠
农卡和农户小额贷款的了
解，同时尽快审核申请贷款
人的家庭情况，我几乎天天
都下村。所以大部分村民都
认识我，他们也喜欢和我聊

天，把我当兄弟，希望通过我
能多了解一下信贷政策，以
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帮助。”张
勇说。

据了解，张勇另一个重
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维护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定点服务
单位的设备。按照相关规

定，他必须每个季度就去
维护一次，但他考虑到很
多老年人都要靠这个服务
单位领取养老金，所以他
每到一个村，就会去这个
村 的 定 点 服 务 单 位 看 一
看，以防有老年人不明白
政策或者机器出现故障。

孙厚超常说，挽救一个在押人员，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死刑犯临刑前给他磕头谢恩
文/片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本报通讯员 冯青 聂璇

“在押人员是有期的，而监管民警则是无期的。”

这是对滕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大队大队长孙厚超工

作的真实写照。孙厚超从1992年毕业到现在的21年

中，一直在看守所工作，是与在押人员接触时间最长

的一名民警。

铺盖搬进看守所，常常资助在押人员

“吃完饭要及时午休，
下 午 还 要 学 习 。”1 4 日 中
午，在滕州看守所午饭时
间，孙厚超在巡查时对在
押人员说。

1 9 9 2年7月，刚从医学
院校毕业的孙厚超，被分
配到滕州市看守所，负责
监所医疗卫生工作。他把
生病的在押人员当作亲人
来照顾。2 0 0 7年 7月，孙厚
超被授命全面主持监管大
队工作，当天他就把铺盖

搬进了所里。上任第一天，
孙厚超就给全体民警“约
法三章”：一是自身思想要
过硬；二是自身作风要过
硬；三是自身业务要过硬。

2 0 0 9年3月，滕州市看
守所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整体搬迁。孙厚超带
领监管大队全体民警连续
奋战几昼夜，加班加点开
展工作。就在搬迁的前夜，
为了确保监所的绝对安全
和搬迁顺利，孙厚超把车

停在看守所大门前，守在
大门口一直到天亮。

孙厚超主持监管大队
工作后，经常有在押人员
的亲友为了在办理留所服
刑、保外就医、减刑上得到

“特殊照顾”，千方百计托
熟人找他说情。每当遇到
这样的情况，孙厚超总是义
正严词地说，“我们都是按法
律办事，只有好好表现，才能
争取宽大处理。”这二十一
年，孙厚超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的感化，让在押犯感到人情温暖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
孙厚超总会说：“挽救一个
在押人员，就是挽救一个
家庭。”他也会常常对同事
们说，“虽然在押人员是因
为违犯国家法律而被羁押
的，但其人格应受到充分
尊重。”

2 0 1 1年 5月 2日，女犯
甘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捕。入所后，她的思想极
不稳定，一度寻死觅活，孙
厚 超 多 次 找 她 谈 心 了 解
到，她是放心不下家里不
满两岁的孩子。为拯救这
位走入歧途的母亲，2 0 1 1

年 1 1月 1 4日，孙厚超带领
监管民警来到甘某某亲戚
家中看望她的孩子。他们
不仅带去了奶粉和儿童玩
具，还用DV记录下整个走
访过程，回所后一一播放
给甘某某看。当甘某某在
录像中看到自己的孩子笑
得那么天真可爱时，顿时
泪如雨下，表示一定积极
配合政府的工作，真心悔
罪改过，争取早日回到亲
人身边。

2 0 1 0年，抢劫杀人犯
李某在被执行死刑前，三
次跪倒在孙厚超面前：“感

谢您两年多来对我的关心
教育，我没有机会报答您，
只能给您磕三个响头。”原
来，李某刚入所时，对社会
极端仇视，绝食、闹监，拒
不服从管理。

一天深夜，李某突发
急性腹痛，孙厚超连忙组
织 民 警 把 他 送 入 医 院 诊
疗，原来他患的是急性化
脓性阑尾炎，如果再晚送
一个小时，将有生命危险。
经过一个多月的照顾，终
于 敲 开 了 李 某 紧 闭 的 心
扉，他流着泪向孙厚超表
示感谢。

欠家人太多
是心中的痛

21年来，孙厚超没休过
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没陪伴
妻儿逛过街、游过夜景。每
逢过年过节，家家团圆热
闹，他却忙着给监所里的在
押人员准备水饺，陪伴他们
共度佳节。多少次，父母生
病住院、孩子上学放学，家
里家外都是妻子一个人操
劳，他却不得不坚守在高墙
之内。

2011年6月，孙厚超的
母亲被查出肺癌，这个消息
对于一向孝顺的他来说，犹
如晴天霹雳。孙厚超面对母
亲日渐孱弱的身体，忍受着
内心那份痛楚的煎熬。就在
老母亲动手术的当天清早，
他还坚守在市局110指挥中
心担任指挥长；当晚陪护母
亲一夜未眠的他，第二天又
第一个到了看守所。有一
次，母亲在医院化疗时病情
突然加重，以为自己无法挺
过去的老人一心想见儿子
一面。家人连续11个电话催
他回来，但因他带队执行押
解投牢任务，无法抽身来到
母亲的病床前。当他处理完
公务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时，
母亲眼含热泪，无法说话，只
用失望和无助的目光看着
他。孙厚超心如刀绞，“扑通”
一声跪在母亲病床前。这一
幕，是他心中最深的痛。

张勇在后杨岗村帮王介娥老人取养老金。

午饭时间，孙厚超(左一)查看伙食情况。

孙厚超(左)时时关注看守所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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