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模风采
州 总 工 会
甘孜日报社

劳模风采
州 总 工 会
甘孜日报社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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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委第九督导组

4 月的一天，州委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九督导组
一行来到甘孜县扎科乡开展
工作。 当工作组进入扎科乡
会议室时， 就被挂在会议室
墙上的一幅干部职工合影照
吸引住了， 这是去年扎科乡
党委政府搬迁新办公楼时在
新办公楼前照的 “全家福”，
照片中一个身穿新衣的藏族
小女孩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工作组成员开玩笑地问
道：“你们乡上还有这么小的
干部哇？ 她是哪家的娃娃？ ”

“她可是我们乡上的宝
贝女儿 ，是我们大家的小妹
妹！ 我们乡上一共有三个这
样的小妹妹 。 ”正在为大家
倒水的乡干部西绕拉姆笑
着说。

原来， 照片上的小姑娘
叫登真青措， 生于 2000 年，
母亲杜呷是扎科乡查多村村
民。 小青措一出生就没有父
亲， 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
为命。 因为家中没有劳动力，
家境非常贫寒， 到了上学年
龄的小青措也就一直辍学在
家。2009 年母亲因病去世后，
小青措成了孤儿， 只能靠好
心的邻居你一点我一点地接
济生活。 当扎科乡党委书记
土尼在查多村开展工作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毅然决定把
小青措接回乡上抚养。 他的
这一决定得到了乡干部的一
致赞同， 大家表示愿意出钱
出力， 共同为小青措营造一
个幸福快乐的成长环境。

刚来到乡上的小青措一
直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
中，由于缺少家庭温暖，她性
格孤僻自卑，怕见生人，孤言
寡语， 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
里发呆。 土尼和乡干部们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 为了让孩

子变得活泼快乐， 土尼时常
牵着她的小手在乡政府周边
散步， 一方面让她熟悉生活
环境， 另一方面借机同她谈
心交流， 同时还安排乡上懂
藏语的女干部晚上陪她睡觉
聊天，白天为她洗衣梳头，闲
暇时还陪她嬉戏玩耍……。
渐渐地， 小青措再也没有往
日的孤独与寂寞， 原本又黑
又瘦的小脸红润了、舒展了，
不时还听得见她银铃般的笑
声。 在乡上生活了一段时间
后，小青措上学了。 但从没接
受过学前教育， 又没有汉语
基础的她， 对书本上的知识
一片茫然， 老师讲的什么也
听不明白。 放学后，乡干部们
又轮流给小青措补课， 对她
进行耐心细致地辅导， 培养
她良好的学习习惯、 生活习
惯和行为习惯。 全乡干部职
工， 无论是内地的还是本地
的， 大家都争着为她洗衣做
饭， 为她购买生活用品和衣
物； 有的干部还利用节假日，
把小青措带回甘孜县城的家
中，与家人一同生活，用家的
温暖来抚平小青措心灵的创
伤。 转眼间，小青措在大家的
关爱和呵护下，与乡干部们亲
如一家、健康快乐地生活了五
年。去年扎科乡院坝里又迎来
了 2 名特殊的家庭成员，大家
依然像爱护小青措一样悉心
照料着她们，三个小朋友相亲
相爱、情同手足。 今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中国国际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了解到扎科乡收养
孤儿的情况后，通过县红十字
协会，将 3 人认养并带到成都
开始了新的生活。

督导组成员被乡干部无
私的大爱所感动， 希望在开
展群众工作中， 有更多像小
青措一样的特殊孩子能够得
到社会的关爱， 让他们在祖
国的同一片蓝天下， 健康快
乐地成长。

本报讯 (王晶雄 )近年来 ，我州坚持以
人为本 ，复议为民出实招强化行政复议工
作 ，实现 “定纷止争 ，案结事了 ”，有力化解
矛盾纠纷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推进政府
法制建设 。

通过开展《行政复议法》专题培训、参加
上级培训、纳入行政执法人员定期培训等方
式加强学习；通过悬挂标语、集中宣传、广播
电视、 报刊短信等方式开展藏汉双语宣传；
不断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和队伍建设， 目前，
已有 6 个县设置了专门行政复议机构，全州
18 个县均配备专 （兼 ）职工作人员 ；2007 年
以来，全州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96 件，所受
理的案件办结率达 100%， 行政复议的影响
力逐步扩大；州、县政府分别在门户网站公
布行政复议办理机构名称、受案范围和联系
方式。 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
做到法律顾问全过程参与行政复议办案。

我州出实招强化行政复议工作

雅砻江畔的爱

■ 格桑土登

高树全是我的结对亲戚 ， 海螺沟管
理局新兴乡南门关村支部副书记 、村长 。
南门关村活动室建成后 ， 新兴乡党委政
府 、 村两委会考虑到高树全家离村级活
动室较近 、工作责任心强 ，安排他驻守村
级活动室 。

几日前 ，听说他为了保护村级活动室
的集体财产与盗贼殊死搏斗而受伤入院
了，我急忙赶往州医院看望他老人家。

我在州医院见到了高树全 ，他的左鼻
翼上有个长长的伤口 ， 左脸颊肿得挺大 ，
太阳穴处有几道很显眼的伤痕 。 医生说 ，
他的左鼻翼缝了 9 针 ，脸部 、手足等多处
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高树全向我讲述了他与盗贼殊死搏

斗的过程 。 4 月 7 日晚 9 时 ，他像往常一
样 ， 巡查完村级活动室后就关门上楼休
息 。 夜里 11 点 20 分左右 ，他被一阵敲柜
的响声惊醒 ， 他连外衣外裤都来不及穿 ，
悄声打开房门向四周探视了一下 ， 这时 ，
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打声 ，他断定声音是
从一楼存放远程教育电视机 、 电脑的屋
子里发出的 ，他拿起电筒 ，找了一根防身
用的木棍下楼准备看个究竟 ，当走到楼梯
的最后两格时 ， 盗贼从屋里走了出来 ，大
摇大摆地走出屋门朝学校方向走去 ，高树
全急于认清盗贼的面目 ，本能地用电筒光
照向盗贼 ，盗贼转身窥视 ，蒙着面 ，身材
高大魁梧 ，还拿着约 20 公分长的刀子 ，高
树全以为盗贼会仓皇而逃 ，不料 ，盗贼丧
心病狂的举着明晃晃的刀子恶狠狠地向
他扑来 。 高树全鼓足勇气抓紧了手里的

木棍 ，对着拿着凶器的盗贼一棍挥下去 ，
盗贼应声倒地 。 高树全以为制服了盗贼 ，
可盗贼爬起来继续举起刀凶狠地又一次
向他冲来 ， 他后退了一步 ， 又一棍子挥
去 ，打在了盗贼肩上 ，高树全准备用木棍
杵着盗贼腹部将他推倒 ， 不料盗贼左手
死死抓住木棍 ， 右手举起刀子砍了过来 ，
高树全感到鼻子刺痛 ， 鲜血冒了出来 ，他
手一软 ，木棍也被盗贼夺了过去 。 高树全
朝院门边走边外喊 ：“捉贼 ”。 盗贼变本加
厉地拿着刀棍在他后面穷追猛打 。高树全
想 ，刀棍都在盗贼手上 ，自己只能往较宽
敞的地方跑 ， 才有可能躲过一劫 。 可是 ，

盗贼又一次追上了他 ， 迎头打了一棍子 ，
高树全竭尽全力去揪住盗贼的头发 ，与盗
贼生死搏斗 ，最后将他制服在地上 ，直到
盗贼无力反抗 ， 便立即松手 ， 冲出大门 ，
赶往 500 米以外的村主任家报告了情况 ，
待乡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 ，盗
贼已翻墙逃走了 。随后大家把他送进了医
院 ，公安机关也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及时抓
获了盗贼 。

听完高树全勇斗盗贼的故事后， 我被
他见义勇为 、舍命为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了 ，我的亲戚为保护国家财产置生死于不
顾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亲戚舍生忘死斗盗贼

近日，甘孜县组织 14 座觉姆寺庙、2 个安
置点和 1 个活动点的 34 名觉姆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这是我州首次举办这样的培训班。

该县觉姆放下经卷 ，走进学堂 ，学习新
知识、新技能。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不仅学
习了缝纫操作技能及注意事项 ； 医药保
健、常见妇科疾病防治等知识 ；还学习了
医疗惠民政策、《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传佛
教事务条例》、《珍惜人生、遵法守法》等政
策法规。来自郎扎觉姆寺的日呷说：“感谢
妇联为我们办实事、办好事 ，这次学习的
都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技

术。 希望通过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为寺
庙的姐妹服好务。 ”

据了解，该县还为参训学员免费发放了 27
部缝纫机和 17个医用急救箱。

（余应琼 摄影报道）

■ 宁绍武

权力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可以用
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权力具有腐
蚀性，容易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中，
严以用权直指干部作风的核心要害，对各
级领导干部如何管好、 用好手中的 “权
杖”，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进一步严肃党纪
党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增添了更为充实
的内容。

严以用权，就要坚持权为民所有。 从
法理学上讲，任何公共权力都是属人民大
众的。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尊重
法律、忠于法律、敬畏法律，切实把宪法和
法律赋予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各项民主权
力落到实处，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
人翁地位。

严以用权，就要牢记权为民所授。
我们党的权力，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
权力从本源上讲都是人民的权力。 人
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授权者，党的各级
领导干部是权力的行使者、受权者，人
民委托我们行使权力，权力不容私有。
“官 ”是为民服务的岗位 ，“权 ”是为人
民服务的工具，领导就是服务，权力越
大 ，责任越大 ，切忌将公权当私器 ，以
权力谋私利。

严以用权，就要坚持权为民所用。 权

力姓公，不容私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
用”，“民所赋”是为了“民所用”。 那些把权
力视为个人的工具、地位的标志、威严的
凭证者，不仅是对权力的亵渎，更是对权
力的所有者、授权者的背叛。 因此，自觉摆
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个人利益同公
共权力的关系，任何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
制定都必须充分尊重和反映民意，自觉践
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立身
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忘公仆之心、用权
不谋一己之利。

严以用权，就是坚持权力受人民监
督，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人民监督权力
是公共权力本质属性的回归。 “按规则、
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行使
权力时，要有“方圆”，要守“规矩”。 按规
则、按制度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制度的
笼子里恰如其分的发挥作用，实现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价值，也符
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强化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的部署和要求。

新一轮改革大潮风起云涌，要推动
改革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
本利益方向发展， 就必须从严治吏，严
以用权，将权力放进笼子，促使干部尤
其是领导干部懂规矩、守纪律，守住做
人底线，不越雷池一步，关键时刻才能
靠得住、信得过，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
人民的拥护，不断推向前进。

严以用权不逾矩

■ 本报记者 张涛 文/图

原瓦卡村支部书记扎格罗布获得过全国劳
动模范， 是得荣县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面旗帜。
2010 年，34 岁的扎西次仁当选村支部书记。 四
年来，他带领村委一班人，推行干部包户制度，
健全村民大会制度 ，形成了靠制度管人 、靠制
度办事的工作氛围。 利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网络，支部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和农业技
术培训，增强党员的致富带富本领。 每季度开
展一次的党员义务劳动，成为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展示平台。 功夫不负有心人，瓦卡村支部
真正成为“带富一方百姓、安定一方民心、维护
一方稳定 ”的战斗堡垒 ，开拓了农村基层党建
工作新局面。

瓦卡因水而兴，因水而困，扎西次仁深知水
对于瓦卡的重要性。1980 年，瓦卡还没有正式搬
迁， 高山之上的居民尝试在亘古荒凉的瓦卡坝
开田种地，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需要从海拔 3800
米的高山之上修建水渠。 那一年，他的父亲斯郎
多吉身系安全绳悬垂在峭壁之上开山凿石，不
幸被滚落的巨石击中， 坠入深达四五十米的山
谷，献出了年仅 25 岁的生命。 两年之后，母亲斯
郎拥忠响应政府号召， 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年
迈的外婆，参加水渠修建。 在向高山上背运沙土

时不慎跌倒，左手腕关节粉碎性骨折，由于医疗
条件限制，造成严重畸形，手臂至今无法伸直。
三十年过去了，凝结着父辈血汗的子庚老渠，由
于渗漏严重，已无法满足用水需求。 四年来，蜿
蜒于悬崖峭壁之上的老渠，他走了几十趟，把掌
握的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经过多方筹措，争取
到州烟草公司捐赠款 19 万元、青羊区援藏资金
400 余万元，启动了子庚老渠改造工程。 施工期
间，他连续几个月蹲守在施工工地，为工程的竣
工呕心沥血。去年 5 月，13 公里管道将清澈的泉
水送进村庄，为村庄发展送来了希望。 近年来，
风貌改造、庭院打造、整村推进、排污管网改造，
一项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让瓦卡面貌焕然一
新，无不凝聚着扎西次仁的辛劳。

根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得荣县提出了
以葡萄种植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新战略， 扎西
次仁率先将自己的 1 亩耕地种上葡萄， 并担任
金太阳农特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与企业结
成“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 在他的
带领下，瓦卡 200 余亩葡萄长势喜人，套种的花
生和独蒜亩收入达 2560 元，大大超过传统种植
的收入，村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产业结构调整
带来的希望。

在第四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
14 位来自瓦卡的农民， 身着盛装载歌载舞，跳
起瓦卡镇独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荣学羌，成为媒体聚焦的亮点。 为了将丰富的民
族文化发扬光大， 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金字招
牌， 成为促进村庄文明和谐的精神财富， 几年
来，扎西次仁带领群众扎实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移风易俗，弘扬新风。如今，一年一度的春节
文体活动成为瓦卡的一道靓丽风景， 日常开展
的非遗传习班成为年轻人学习民族文化的阵
地， 村民的精神面貌在文化的熏陶中发生了潜
移默化的变化， 和谐文明在瓦卡蔚然成风，《成
都日报》、《甘孜日报》对此多次进行新闻报道。

扎西次仁 8 岁时， 得荣县告别了没有公路
的历史， 成为中国倒数第二个通公路的县份。
1987 年，瓦卡才有了通往县城的毛路 ，而这条
公路 2005 年才改造为沥青路面。 交通是经济发
展的命脉，1994 年， 他担任县道贺龙桥到甲学
段的维护工人， 他把公路视为阵地。 最初的十
年，一把铁锨、一把镐头、一个背筐，就是他全部
的工具，每天天不亮，他就扛起工具，带上打制

酥油茶的陶罐及锅盔和糌粑，开始巡视道路，哪
里的边坡垮塌，哪里的路面不平整，他都及时进
行修整， 有时翻滚下来的巨石要用尽浑身力气
才能挪开，十几公里的公路往返回来，已经是星
光满天。 2005 年，看到管护的公路铺上了沥青
路面，扎西次仁买来拖拉机维护道路，哪里有裂
缝，哪里有破损，他都会仔仔细细的修整，甚至
从 1 公里只有 50 元补助的工资中自费买来水
泥填补， 他亲历公路从无到有， 越来越宽敞平
坦，他要让它永远畅通，为横断山深处的得荣带
来发展的希望。

去年 8 月 28 日和 31 日，以瓦卡为震中，得
荣县先后发生 5.1 级和 5.9 级地震。 突如其来的
地震，让瓦卡遭受重创。 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严
重变故的瓦卡村民惶恐不安。 大灾面前，方显党
员真本色。 在 8 月 28 日凌晨 4 时 44 分地震发
生后的十几分钟后， 从睡梦中惊醒的扎西次仁
就出现在受灾最严重的扎叶贡家， 帮助农户从
倒塌的房屋中抢救财物，将 90 岁高龄的老人转
移到安全地带。 随后， 他逐户检查农户受灾情
况，安排群众转移，宣传避灾自救知识，并配合
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安排发放救灾物资。 8 月 31
日，当 5.9 级地震再次来袭时，瓦卡全村无一人

因滞留家中而遇难。 而此时，扎西次仁和村两委
的同志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好好休息， 眼睛里
布满了血丝。

地震对瓦卡的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造成
了严重破坏， 扎西次仁积极配合抢险队进行抢
修。 沿着陡峭的崖壁，冒着随时可能滚落山石的
危险，他徒步 15 公里，和工程队一起抢通了子
庚老渠， 确保了瓦卡坝区群众的安全饮水和农
田灌溉。 随着抗震救灾转入恢复重建阶段，扎西
次仁和村两委一起，依然坚持在第一线，为了瓦
卡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着。

2013 年 5 月，扎西次仁以全票再次当选瓦
卡村支部书记，去年 7 月，得荣县委、县政府授
予他 “优秀村党支部书记 ”荣誉称号 。 扎西次
仁，这个憨厚质朴、敏行讷言的康巴汉子，重新
站在了起跑线上，让群众尽快走出地震灾害的
阴影，让村庄更美丽、生活更富裕，是他为之奋
斗的瓦卡梦，也是全体村民共同的心愿……

瓦卡村民的主心骨
———记得荣县瓦卡镇瓦卡村党支部书记扎西次仁

人物档案：
扎西次仁，1976 年出生， 现任得荣县瓦卡

镇瓦卡村党支部书记。 18 岁担任道班工人，19
岁成为团支部书记，24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
了 8 年民兵班长，6 年村委委员，3 年村支部书
记。 他，就像瓦卡坝区的一颗树，扎根在这片从
荒凉走向富庶的土地，撑起绿色，奉献荫凉，为
瓦卡新村的发展倾注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1982 年，年仅 6 岁的扎西次仁告别位于海
拔 3000 米的高山上由石块搭建的老家，外婆和
妈妈、他和 3 岁多的妹妹，翻山越岭来到瓦卡，
成为生态移民的第一批居民。30 年过去了，金沙
江干旱河谷中曾经荒芜千年的瓦卡坝区， 梯田
层层麦穗翻金，果树茂密硕果累累。 “战天斗地、
自力更生” 的瓦卡移民精神成为坝区人世代相
传的精神财富。 扎西次仁接过父辈建设家乡的
重托，成为新时期瓦卡移民精神的最好传承者。

本报讯（州委办）近日，州委办公室组织
全体干部职工到州委党校廉政教育基地学习
参观，并围绕“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为
后人留下什么” 主题开展第三次集体学习讨
论会议。

通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回顾中国共产
党的辉煌历史， 以古今廉政典范和典型贪
污腐败案例对比教育， 正面引路 、 反面警
示， 干部职工灵魂受到震撼 ， 思想得到洗
礼， 进一步增强了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意
识。 在集体学习会上，干部职工结合参观感
受，积极发言，围绕“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
什么、为后人留下什么”，围绕“五好干部怎
么做 ”，在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 、勤政务实 、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等方面纵向找问题 、横
向找差距 、整改添措施 ，大家纷纷表示 ，要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在
落实为民务实清廉要求 、 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上作表率。

会上 ， 结合开展法治宣传月活动 ，还
组织学习了 《保密法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 》 《甘孜州干部职工执行 5
项要求 16 个不准的规定 》 等法律和文件
精神 ，观看了 “计算机及现代化办公设备
泄密 ”现场演示。扎西次仁（右二）在田间地头和村民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