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年前，一场突如其来

的横祸，将原本贫穷的两个家庭

瞬间拖入万丈深渊之中。一边是没有

任何经济来源的寡妇和7个未成年子女；另

一边则是家徒四壁，除了重度脑瘫的丈夫和痴

呆的儿子外，仅有的劳动力只是这弱女子。面

对这样的一对执行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法院也犯

了难。但泗县女子邓美英用整整10年时间，靠

开三轮车挣下的零钱，兑现了自己当初“保证

还清”1.8 万余元的法院判决赔偿款的承

诺。而原本对立的两家人，也在这 10 年

中，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

高执 记者 雷强

一诺十年千金还 真情载不完
泗县弱女子为还1.8万赔偿款，开十年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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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原来的小桥年久失修，非常危险，现

在的新桥，承载能力大大增强，通行时再也

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座村民口中的“连心

桥”，位于淮北市渠沟镇张集村中心路上。

平日来往车辆众多，群众生产的蔬菜等农

产品也须由此经过运往外地。危桥变成了

新桥，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也更畅通了。

像这样的桥梁，淮北市今年共加固改

造了15座，总投资930余万元，已于10月底

全部完工。淮北市在完成今年任务的同

时，也在积极筹划明年的农村公路危桥加

固改造工作。目前，经过摸排，已将明年的

计划上报，已启动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明

年桥梁早日竣工、群众早日受益。

交通：危桥变成“连心桥”

“一切都要从 11年前的那2块钱车费

说起。”今年刚刚46岁的邓美英长长地叹

了口气：“要不是这2块钱的车费，我们两

家也不会遭这个罪！”据邓美英介绍，她丈

夫重度脑瘫，已完全丧失劳动力，家中唯一

的劳动力就是她。为维持基本生存需求，

她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买了辆小三轮车在

乡村中跑运输。

“三轮车刚买到手，还没来得及还车

款，就出事了。”邓美英说，2000年的一天，

她的三轮车搭载了卫正金等人。“当时说好

到车站给2块钱，后来说要送到家里，我就

没同意，到车站后才发现路上他们就跳车

了，后来听说卫正金摔死了，我就跑到交警

队投案自首了。”

“卫正金家里很穷，出事前，全靠卫正金

一个人侍弄农田养家糊口。”泗县法院执行局

局长王锋告诉记者：“这也是卫正金舍不得多

出2块钱车费而跳车的原因。”“2001年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我们

了解申请执行人的

情况。”王锋表示：

“到了后，才发现情

况真的很惨。卫家

总共有 7 个孩子，

都还未成年。卫正

金死后，妻子孙秀

珍唯一能够指望的

经济来源就是丈夫

的死亡赔偿金。”

可怜：2元车费瞬间击碎两个家庭

淮北“民生工程”增长群众幸福指数
记者 宁大龙

发展为要，民生为先。淮北市坚持把群

众的需求作为理政的追求，着眼实事，着手实

处，着重实效。既积极引导群众踊跃参与创

建，又努力让群众共享民生成果。2011 年 11

月 24 日，记者跟随淮北市文明办一起，见证

了这座城市民生建设的发展。

今年9月2日，烈山区谷饶镇山西村的

裘正阳，需肝脏移植，医疗总花费 33.8 万

元。这对于家底单薄的裘家，无疑是天文

数字。关键时刻，新农合给予报补 20 万

元，这才解决了裘正阳的燃眉之急。“多亏

新农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谈到这次的

经历，裘正阳感慨地说。

与裘正阳有相同经历的人，并不在少

数。据了解，2011年，淮北市新农合参合人

数121.37万人。在实行单病种付费改革的

基础上，今年实行大病按病种付费，常见病

按总额付费的新农合付费制度改革试点。

医疗：“新农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为民执政，民生为重。”一个城市，如

果经济是衡量发展的风向标，那么，民生工

程的建设，就是这个城市的基石。只有把

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这样的城市才是

幸福的、温暖的。

淮北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感受颇深。

一路走来，从政府部门到工矿车间，乃至田

间地头。在记者接触的每一个淮北人身

上，记者都深深感受到淮北人一种强烈的

幸福感，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优越感。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

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则是政府的良心。我

们从淮北市的做法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思

民之忧、解民之困的“良心”，希望淮北人民

能在这样的“良心”指引下，走出一条经济

与民生共进、公平与正义并举的和谐之路。

“法院判我赔偿卫正金的家属18685.3

元，我答应了。”邓美英说：“当时，每天挣的

钱，只勉强够家里几张嘴吃饭。而且丈夫

还要吃药，买车的欠款也分文未还。但我

向法官承诺，给我时间，我会还清的。”

“在判决生效没有履行后，孙秀珍申请

了强制执行。按照惯例，我们找到了被申请

人邓美英。”承办此案的执行法官刘涛告诉

记者：“来到邓美英家后，我当时的感觉只能

用‘震惊’来形容。家徒四壁，唯一的财产也

就是那辆三轮车。”

“按照规定，像这类案件完全是可以进

入执行中止程序的。”王锋表示：“但考虑到

孙秀珍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执

行。最终，与邓美英签订了执行协议。约定

邓美英可以分月或分季度还款，有多少就还

多少。就这样，还了10年。邓美英用10年

的时间兑现了她当初的诺言。”

可敬：她用10年时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 这 些 年

来，我们打下的

收条应该不下

百张。”承办法

官 刘 涛 表 示 ：

“从签订还款协

议后，邓美英每

月都付 200 元、

300元，多则500

元，困难

的时候只

能 付 100

元，但从

未 间 断

过。而在

邓美英送

来的执行款中，最大面值的基本上没有超

过10块钱。很多时候都是零钱，一块两块、

五块的，甚至还有几角的毛票。说实话，接

钱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忍心。”

“有时候邓美英亲自送钱到孙秀珍家

中，顺便带一些零食给孙秀珍年幼的孩子

吃。多数情况下是如期交到执行人员手

中，每月5日前一定送到。截止到2011年9

月 2 日，孙秀珍已经领到了 13500 元履行

款。孙秀珍的家境也有了一定的好转，而

邓美英家中依然比较困难。”刘涛告诉记

者，“今年9月9日，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

再次达成和解协议：由邓美英一次性给付

5000元，余款和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全部放弃。而此时，双方当事人也成了患

难与共的朋友 。”

可叹：执行款最大面值没超10元

邓美英用10年的时间兑现了自己的诺

言，虽然至今家庭生活仍然困难，但她仍很

乐观，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用“应该”两个

字作为总结。与她相比，那些有经济实力

的老赖，又该情何以堪！

昨日上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情况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10起自动履行典型案例及10起反规避

执行典型案例。其中，邓美英与孙秀珍的案

件位列自动履行10大案件之首。在发布会

上，记者获悉，今年1至9月，全省法院共受

理执行案件55526件，执结36128件，结案率

为65.1%，同比上升了4.7个百分点；执结标

的额约67亿元。执行效果显著改善，在已结

案件中，实际执结率达72.1%，执行标的到位

率达79.2%，同比均上升近10个百分点。

同时，记者了解到，今年 1 至 9 月，全

省法院对抗拒、逃避执行的责任人共采取

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措施 1031 人次，实

施拘留、罚款 2516 人次；公检法机关协作

进行刑事追诉近 70 人，有力地打击了规

避执行行为。

与她相比，“老赖”情何以堪！

幸福的淮北人民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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