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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生”：甘孜藏区的护电使者
■ 耿冉 孙雪花 陈建兵 胡庆和 文/图

随着“新甘石工程”、“电力天路”工程和无电地区电网建设工程的建
设，甘孜州作为四川最缺电市州的历史将被改写，这也要求有一大批专
业素质过硬的电力工作者们能投身其中，成为甘孜州的护电使者。

而在甘孜州各县供电公司，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虽然年纪很轻，但他
们已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和护电工作骨干，他们就是根据藏区电力发展
规划、“521”人才援藏计划而招收的“三定生（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点
安置）”，他们回到藏区工作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怎么样？ 笔者日前分别到
甘孜州南北两路进行走访。

一份来得及时的通知书改变了
彭措斯郎的命运， 在他的日记中这
样写道：“星期六、阴转晴，最近一段
时间心情特差， 因中考成绩不尽理
想， 我与一直梦想的重庆师范大学
擦肩而过。 而今天是我最兴奋的一
天， 因为得到了四川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录取通知书， 我和家人都沉浸
在欢喜当中，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
次学习的机会。 ”

其 实 对 于 彭 错 斯 郎 来 说 ，最

初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能有机会
读 书 ，但 他 没 有 想 到 ，自 己 到 学
校 后 居 然 就 已 经 寻 找 到 了 毕 业
后的工作 。

彭错斯郎是得荣县龙绒村人 ，
这个从小就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孩
子， 走出大山一直是他的梦想。 他
说，自己一直希望当一名体育教师，
在中学时，他的体育成绩非常突出，
同学们都叫他“篮球王子”。

毕业考试结束， 一直期待着录

取通知书的他， 隔三差五的到县招
生办询问 ， 当得知自己的毕业考
试成绩和重庆师范大学的录取分
数线相差 3 分时 ，他非常伤心 。 正
当 对 自 己 失 去 信 心 的 时 候 ，2010
年 9 月 ， 一个好消息传来———四
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招生 ， 而且
学费全免 ，毕业后安排工作 ，他跑
去教育局报了名 。 现在他已在国
网得荣县供电公司工作 ， 已成为
公司的业务骨干 。

一次偶然“篮球王子”成为电力人

像彭措斯郎这样的孩子在甘
孜州许多县都有。

在 雅 江 县 核 桃 坪 变 电 站 ，两
个头戴黄色安全帽 ， 身着蓝色工
作服的国网雅江县供电公司职工
正认真地在机房进行巡查 、记录 。
该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朝立正
带 着 刚 参 加 工 作 不 久 的 扎 西 斯
郎 ，在电站内检查机器运行情况 。
而 扎 西 斯 郎 就 是 2012 年 7 月 从
四 川 电 力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毕 业 的
“三定生 ”。

自 2010 年四川省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面向藏区招收 “免费生 ”以

来，该学院已先后四次在藏区招收
“免费生”，共计 414 人。 2010 年首
次招收的 50 名藏区中专学生现已
毕业， 回到藏区各供电公司工作 ，
并逐渐成为企业骨干 。 目前还有
364 名藏区大专学生在校就读 ，将
在深造之后陆续走上藏区供电企业
生产岗位。 高原的孩子们的理想之
梦，终于实现了。

由于雅江县城到电站工作还有
几公里路程，每次扎西斯郎都和自己
的“师傅”坐摩托车上下班，而这点时
间也为他提供学习条件。

“超 负 荷 电 压 及 时 处 理 怎 么

办 ？ 跳闸后第一时间处理的是什
么？ ”扎西斯郎坐在摩托上不时往
前倾，跟前面的“师傅”交流着发电
技术技巧问题。

经过两年的工作， 扎西斯郎从
理论到实际操作都烂熟于胸， 他已
经成为一个专业知识丰富、 业务能
力强的电力专业人员。

“通过两年的学习，我感受最深
的是，知识养育了我，电力学校造就
了我。 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家乡从事
电力工作，这是我一直的梦想，如今
实现了这个愿望 ， 我会努力工作
的。 ”扎西斯郎说。

“勤学好问”成就业务骨干

除了在专业技术方面有了突飞
猛进的进步， 在危险面前他们也从
不退缩。

2013 年的两次地震让得荣县供
电系统严重受损。 地震时，彭错斯郎
正在岗学发电站值班 ， 他回忆道 ：
“当时听到有石头滚落的声音，我们
拼命往外跑，刚跑到机房外，就看见
一块巨石直接砸进岗学电站机房 ，
机房的设施设备被当场砸毁， 当时
我和几个同事都惊呆了，全身战栗，
站都站不稳。 ”

侥幸脱险之后 ， 等待他们的
是迅速恢复全县的电力供应 。 大
家奔走在全县的各个变电站 ，抬
电杆 、拉电线 、爬电杆 ，一忙就是
十几个昼夜 。

彭错斯郎的工作得到公司领导
的认可：“他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职
员，工作适应能力强 ，好学，身子骨

轻巧，每次爬电杆这些事情，他都是
争着干。 其他人花好几分钟爬电杆，
他只需一半的时间。 特别是在去年
地震期间，他表现非常突出，大家都
叫他‘电线杆上的小燕子’”。

无独有偶， 在乡城县工作的降
巴格登创造了电线杆上强训三个小
时的“特种兵”奇迹。

从四川省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的降巴格登最初上班 ，进行适应
期特训 ， 在训练爬电杆科目时 ，一
呆就是三个小时 ，被同事称为 “电
杆特种兵”。

初到供电公司工作， 降巴格登
有种感觉， 学校里学习的理论知识
与实际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这
位从小就有不服输精神的小降巴 ，
与单位一名叫谢亚军的老员工结对
学习，刚开始时，从爬电杆训练科目
抓起，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现在他

完全可以独挡一面。
他感言工作中的苦中乐 ， “取

得今天的一些成绩 ， 我真的要感
谢我的帮带老师谢老师 ， 虽然在
学校里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 ，但
是在我们民族地区要把知识运用
自如 ，还需要老师的指导 ，他对工
作的要求非常严格 ， 记忆最深刻
的一次就是爬电杆训练 ， 一爬上
去就在电线杆上呆了三个小时 ，
谢老师在下面不停的让我做规范
动作 ，当时心里很难受 ，甚至有过
放弃的念头 ，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
都是基本功 。 ”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到两年他
就当上了供电公司线路安全监管负
责人， 降巴格登对以后的事业很有
信心，“还要不断深造，多学本领，真
正为家乡的电力事业发展做出积极
的贡献。 ”

“临危不惧” 做一名合格电力人

炉霍县仁达供电所所长曲登 ，
是“三定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曲
登是炉霍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
的家庭 ，从小饱尝缺电之苦 ，小时
候常步行几公里到公路旁检废铁
卖 ，卖了买煤油 ，到森林剥松脂用
来照明 。 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
学。2010 年成为省公司招收的第一
批 “三定生 ”，在校期间 ，他努力学
习，成为班长，入了党，学业期满回
到炉霍工作。

仁达供电所是个变电容量只有
1250 千伏安的小变电所， 担负着仁
达片区 3000 多藏族群众生产生活
用电的任务。 供电、巡线、维护、收缴

电费等工作全部由变电所的 4 名职
工承担。 自从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
起，他就立下誓言，不辜负公司的培
养，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定在工作
岗位上像“夜明珠”那样放出光芒。

2013 年春节前， 他准备回家过
年， 突然供电区内发生用电故障 。
一边是父母期盼的面孔 ， 一边是
老百姓忧愁的目光 ，怎么办 ？ 如果
没有电 ，当地老百姓看不上电视 ，
如果没有电照明 ， 老百姓怎么过
这个年 ？ 感情与责任使他作出正
确选择 ：和另一个职工一起 ，共骑
一辆摩托车赶往现场 ， 由于冰封
雪冻 ，他们的摩托车翻了 ，他们俩

人都负了伤 ，他们不顾安危 ，忍着
伤痛 ，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坡 ，登
上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头 ， 攀上电
杆 ，检查电杆 、铝线 。 数九寒天 ，寒
风如蛇钻心 ，冻得浑身发抖 。 他们
咬紧牙关 ，干了一个多小时 ，在山
上排除了故障 。 下到山来 ，当地百
姓见到他们非常感动 ， 有的给他
们倒酥油茶 ， 有的请他们喝青稞
酒 。 看到老百姓家的电灯亮了 ，看
到电视机屏幕有了图像 ， 他们忘
却了辛苦 ，感到很开心 ，因为通过
他们的劳动 ，不仅让 “夜明珠 ”照
亮了藏家的 “崩柯 ”房 ，也照亮了
藏家百姓的心房 ！

放射光芒 照亮藏家心房

她叫丹增拉姆， 是个漂亮的的
藏族姑娘。 她穿着蓝色国网工作服，
坐在远离康定城 60 公里的新都桥
供电所的收费大厅的工作台前 ，专
心致至地接待着每一个用电户 ，用
微笑与和蔼传播知识与文明。

丹增拉姆出生在九龙县偏远的
三岩龙乡，离县城 60 多公里 ，从小
生活在大山里， 饱尝交通不便和缺
电之苦。 高中毕业后，她本已考上内
地一所师范学校，车票已经买了，正
要上车离开家乡时，传来招收“三定

生”的消息，她向往自己成为能 “照
亮家乡”的人，于是就报考了 “三定
生”。 两年学习生活不仅让她学到了
知识，更提高了思想境界，使她成为
康定供电公司新都桥供电所的一名
员工。 虽然工作是收缴电费的平凡
小事，可她珍惜这份工作，在岗位上
干得有声有色。

她所在的供电所用电户涉及 21
个村，主要是藏族农牧民，每月去村
寨抄表需要半个月以上时间， 最远
的用电户康定县江巴村，有 50 多公

里，今年 3 月，她和同事走进这个村
寨，看表、抄表，她不仅不厌其烦，还
把这个机会当成宣传“电亮藏区”和
用电知识的场合和机会， 把文明播
撒藏家，村里的藏族农牧民称赞说，
她的服务态度好，用真情感动我们，
她就像草原的格桑花！

从“三定生”在甘孜州各县工作
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单位扮演的都
是重要角色， 是电力职工队伍中的
中坚力量，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放射
耀眼的光芒。

干好平凡事 做文明的传播者

建设电力天路 造福全州人民
电力天路暨川藏联网工程特别报道


